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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正气望，人间友谊互相帮，三号一名马师傅，辛苦勤劳见人笑。”近日，杭州
市社会福利中心护理员马恭兵收到一封感谢信，信里附上了这首诗。仅看字迹，马恭兵
就知道写信的是哪位老人。

作为为数不多的男性护理员，56岁的马恭兵是福利中心的“体力担当”。他一个人就
能抱起体重90多公斤的老人，稳稳当当。他也是夜间值班的“主力军”。不管深夜几点，
护理站呼叫铃一响，他会立刻从床上弹起，小跑到老人房间查看。虽是男性，但因为这份
职业，在“碎碎念”上，马恭兵也当仁不让。老人今天去了哪，身体感觉如何，总是一遍遍
询问、念叨。

相比女性护理员，男性护理员在体力上有着一定优势。在为男性老年人提供服务
时，同性别护理员也更易被老人接受。

随着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加强对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各大高校开设相关专
业，愿意进入养老护理行业的人相比过去多了，包括年轻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护理人
才。比如36岁的崔剑就成长为行业内顶尖的男护理员。随着经验积累和持续的学习、思
考，崔剑不仅能提供身体上的护理，还尝试从心理层面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元
化、更专业的护理服务。

然而，从总体情况来看，男性在养老护理员行业中仍属稀缺资源。

“他”在养老护理中喜忧参半
男护工成稀缺资源

王大伯夫妻已近耄耋之年，这些年妻子
陈阿姨患上帕金森病，几乎丧失行动能力，
家里人也寻思着给陈阿姨物色一家合适的
养老院。对于是否接受男护理员，王大伯显
得很坦然，他说，护理工作与医生一样没有
男女之分，任何职业男女平等。在桐乡屠甸
镇养老院住了5年的钱爷爷表示，其实很多
时候照顾老人更需要男护理员，比如翻身，
抱着老者上车去医院等。

家住古荡新村的张爷爷说：“护理员人
品好最重要，我们老人年纪大了听力下降，
有时反应也比较迟缓，希望护理员多点耐
心。”张爷爷也对这个行业的辛苦程度表示
理解，“他们要管好几个老年人，精力不够的
话肯定吃不消，这点我觉得男性有优势。”

护理行业要想留住年轻人，除了在待遇
上提高，更需要综合施策，加快人才专业化、
体系化培养，增强养老护理员职业荣誉感和
社会地位。一位接受采访的养老行业从业
人员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浙江老年报）

在女护理员占据绝对优势
的当下，少数男性从业人员开
始逐渐进入养老护理市场。“他
力量”的注入，使整个养老行业
慢慢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但
不可否认的是，工作强度大、琐
碎仍是护理员摆脱不了的标
签。

如果您具备相应的条件，愿
意投身护理行业吗？您怎么看
待养老护理员，尤其是男护理
员？近日，记者走上街头，采访
了近 30 位不同年龄段的市民，
同时针对上述问题，向杭州、金
华、嘉兴等地发放网络问卷，收
回有效问卷 360 份。参加问卷

对象中，年轻人年龄集中在 30
至40岁，老年人集中在60至70
岁。记者对各方观点进行梳理，
从中寻找社会对男性从事养老
护理员的真实态度和看法。

当谈及心目中的护理工作
是怎样的，家住杭州拱墅区的一
位90后小伙说：“一定是充满爱
心、甘于奉献，和老人相处其乐
融融的。这样的人很让人钦佩，
敢于承担一定的责任，而老年人
很需要年轻人的陪伴。他们的
加入无疑是为这个行业注入了
新鲜血液。”

在采访中，大多数人对护理
员心存敬意，这份工作的辛苦程

度可想而知。养老护
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

“伺候”人的活，需要与时俱进，
提升技能水平，比如能为老人提
供心理慰藉、策划活动等服务，
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关照。

在调查问卷中，67%年轻
人认为从事养老护理，尤其是
对于男护理员来说，需要比较
强大的内心，93%的老年人表
示做事耐心细致、真诚热心的
人适合从事护理行业，同时需
要和老人建立比较融洽的沟通
方式。52%的老年人则认为，
一名合格的护理员需要高超的
养老护理技巧。

一米七的个子，利落短发，一
副黑框眼镜，脸上还有尚未褪去
的青涩，95后小伙薛志贞是位“难
得”的一线男养老护理员。

2021年 6月，科班出身的薛
志贞从陕西商洛来到嘉兴嘉善银
福苑颐养中心工作。有先进的护
理理念，更有专业的护理知识，这
位年轻的男护理员被领导、同事
寄予厚望，老人更是对他信赖有
加。

86岁的张爷爷处于半失能状
态，薛志贞一入职就把他作为重
点关注对象。同个房间还住着3
位老人，健康状况各有不同，由薛
志贞和另外3位护理员轮流照看。

每天5时，当大部分人还沉浸
在梦乡时，薛志贞已经洗漱、着装
上岗，开始一天工作。

“爷爷，我慢慢把床摇起来，
这个角度舒服吗？”薛志贞放慢动
作，怕惊着老人。

电视机里正播放早间新闻，
薛志贞拿出剪刀，把食物剪碎后，
用小勺喂给老人。随后，帮老人
剪指甲、做养生操、清洗衣物，各
项服务流程都有条不紊进行着。

“一个环节也不能落下，更不能出
错。”薛志贞把老人的健康状况、
个人喜好一一记录下来。

张爷爷和家属通电话时说：

“小薛很周到，把我照顾得很好，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听到这
些，薛志贞害羞地笑了。

在擦洗护理过程中，薛志贞格
外注意张爷爷的情绪变化。“爷爷，
我们翻个身。水温可以吗？”他一
遍遍询问，细心盖好老人隐私部
位，最大程度保护老人自尊心。

等老人午休时，薛志贞则开
始忙着整理衣物，打扫卫生。

近期，养老院实行封闭式管
理，很久没见到家人的张爷爷情
绪有些起伏，薛志贞会多陪老人
说说话，缓解他的焦虑情绪。

18时下班后，薛志贞抓紧时
间到培训室练习护理技能，备考
初级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

到嘉兴工作不到一年，薛志
贞因护理手法娴熟、沟通耐心，赢
得老人们的信任与喜爱。

2018年，薛志贞从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毕业。在此后工作中，他注重
将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加以实践，
比如在轮椅转运过程中如何规范
操作，使老人更舒适；老人突发疾
病时，和医护人员如何精准对接，
为及时就医争取有利条件。

薛志贞说，他从工作中总结
出几个特别需要重视的细节。比
如张爷爷，一天要吃6种药，吃什

么药、什么时间段吃，都要记得清
清楚楚；吃药、吃饭后一定要做好
口腔护理，把老人假牙取下，仔细
清洗，防止嘴里有未吞咽药物的
情况。在他的照料下，张爷爷的
脸色越发红润起来。

薛志贞照护老人的细致程度
让很多女同事刮目相看，大家常
常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专业技能。

除了喂饭、翻身、擦洗身体、
清理排泄物这些每天必修课，偶
尔，薛志贞也要充当老人的“出气
筒”。一位奶奶在就餐时嫌他发
放纸巾太慢，突然站起来当众指
责他，现场气氛很尴尬。那段时
间，薛志贞感到郁闷，情绪低落。
在领导和同事的鼓励和开导下，
他慢慢恢复心情，继续投入到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

“年纪轻轻为什么要去做这
个？”“你也还是个孩子啊，能照顾
好老人吗？”面对种种质疑的声
音，薛志贞用专业的服务水平得
到大家的认可。

薛志贞说，他从一开始就坚
定地选择了护理专业。尽管现在
的薪资不算很高，但他依然对这
份职业充满信心。“养老护理是个
朝阳产业，我要做好本职工作，不
断提高技能水平，用专业让老人
们过得舒适、安心，有尊严。”

尽管心存敬意，但男护理员稀缺却是不
争的事实。纵观整个行业，养老护理员处于
薪酬不高、社会认可度不高，且其中大多数
年龄较大、无专业技能的尴尬局面。在调查
中，不少年轻人认为男性从事护理员工作会
不被人理解，还有一部分人不太看好护理员
个人职业发展前景。究其原因，年轻人给出
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性别差异，认为男性
没有女性细心、擅长照顾人。义乌稠江老年
养护院的一位年轻家属透露，社会上尚存偏
见，导致很多男性不愿意选择这一类型的工
作。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老年女性是
否接受男护理员的问题，愿意者占了一半。

“然而，真正进入养老院，大多女性会拒绝接
受男护理员。”一位男护理员直言不讳。

受传统观念影响，男性从业者往往被认
为存有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在服务技能
上也稍逊于女性，种种偏见导致这一群体的
数量徘徊不前。

偏见导致“他力量”稀缺

男性当护理员有独特优势

养老院“小鲜肉”老人当他自家娃

护理工作其实要求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