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7 星期二
责编 立新 ｜ 版式 郑宙 ｜ 校对 李萍A10 天下

养老服务管理专业一直
被“点名”为“紧缺人才”、“今
后一段时间社会需求比较旺
盛”的专业。为社会输送一
大批层次结构合理、类型齐
全、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
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成为各
大院校的重要任务。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条
育人道路“任重道远”。全国
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
张凤宝曾在2018年全国两
会期间提到，当前，国内只有
很少数院校培养了“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的大专生，但
层次偏低、规模很小。为此，
他建议，要选择不同类型的
高校试办“老年服务管理”本
科专业，逐步组织教师队伍，
明确培养目标，摸索用人单
位要求，把为老服务与管理
落到实处。

作为一线教师，王元元
建议相关部门支持和重视养
老管理人才的良性发展。比
如，学校响应教育部政策，开
展考核培训、探讨课证融合，
鼓励学生考取相关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但当学生真正走

上岗位，证书对个人发展有
何具体帮助，能否实现提升
薪资待遇等问题，还盼相关
部门给予明确、统一的政策
支持。

如何保证养老管理人才
良性成长，业界也有所探
索。张峻彦介绍，其所在单
位，就会针对年轻人制定各
类培养计划。“这让年轻人像
海绵一样吸收养分，获得更
多可能性，而不是只做重复
性的枯燥工作。”

她还建议，我国可以借
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比
如，在临床医学基础上，专门
设置老年科医学，让学生毕
业后工作更加对口。

近年来，位于兰州市安
宁区的华邦美好家园孝慈苑
（以下简称“孝慈苑”）也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
案，让一线护理人员逐步向
中高层经营管理人才迈进，
有效破解人才通道不畅的难
题。

该院 80后副院长刘存
江介绍，孝慈苑员工的平均
年龄仅28岁，部分护理员已

走向管理岗位。史逸雪就是
其中一员。在2019年“兰州
市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
竞赛”中，她摘得桂冠。孝慈
苑也第一时间提拔她为组
长，协助院内开展一些培训
以及管理工作。

畅通上升渠道，保证管
理人才来源多元化，让年轻
人有了奔头。该院尽力保障
员工工资待遇和福利，用绩
效等鼓励年轻人多劳多得，
并关注年轻员工心理需求。
同时，依托集团总部的职业
培训学校，定期开展主题培
训，组织护理人员参加养老
护理等级考试，做好技能认
定工作，并以“师带徒”形式，
组织新老员工结对，快速提
高年轻人的专业技能及整体
素质，让他们产生职业荣誉
感与企业归属感。

此外，随着养老产业数
字化、智能化发展，年轻人参
与养老服务管理的方式更加
灵活、多元；相应地，养老行
业也对年轻人提出更精细化
的要求。

(据中国青年报)

养老行业“叫好不叫座”难题亟待破解

1994年出生的张峻彦，是名独生女，有“海归”留学背景，目前是上海
一家老年照护中心的副主任，负责全院运营管理工作，忙碌并快乐着。

这是她实现职业梦想道路上的一个“小成就”，生性爱和老年人打交
道的她，很早就考虑到父母未来养老的问题，决心投身养老行业。

2016年，从国内一所高校药学专业毕业后，她选择到美国南加州大学
攻读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该专业采取学分制，需学习美国养老
体系、老龄医学、运营管理等知识。

那时，每当跟朋友们说起这个专业，她就觉得气氛会变得有些“奇
怪”，毕竟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没太多“存在感”的行业。毕业后，她
相继在美国一所认知症研究中心和一家养老机构工作，去年秋天，她回
到上海。

留学的几年间，国内养老行业在迅速发展，张峻彦有明显的感受
——身边朋友的看法变了很多。“他们说我选择了一个发展前景好的‘朝
阳产业’。”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若干意见》中提到：加强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支持护理、
康复、家政、育幼等相关专业高职毕业生提升学历。到2025年，力争全国
护理、康复、家政、育幼等生活性服务业相关专业本科在校生规模比2020
年增加10万人。

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
老龄化大趋势，养老服务
行业的发展备受瞩目，相
关部门已经在部署，相关
专业开设如火如荼。

2019年，民政部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
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
费的实施意见》，对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
务需求提出 17 条具体措
施，其中明确要求，到2022
年年底前培养培训1万名
养老院院长、200万名养老
护理员、10万名专兼职老
年社会工作者。

来自教育部信息显
示，2019年，全国共设置高
职老年保健与管理、护理
等相关专业点 1200 个左
右，中职老年人服务与管
理等相关专业点700个左
右，增补中职智能养老服
务专业。养老职业教育初
步形成专业群竞相发展的
良好态势，也助推全国养
老产业迎来快速发展。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学
院教师王元元注意到，自
2017年，学校开设老年保
健与管理专业后，越来越
多的新生主动流向了该专
业，“2021 年，学校招了
150 名新生，比去年多了
30人”。

学生就业也变得“未
来可期”。王元元介绍，
该专业首届毕业生的岗位
对口比例达 86%，80%的
毕业生流向上海、南京和
合肥等地较大规模的医养
结合型养老机构、社区服
务中心、健康管理公司，
从事运营与管理、老年教
育、产品策划工作。

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养老院对科班出身的

养老服务管理人才更是
“求贤若渴”。

生于 1987 年的张盛
（化名）目前在负责西部某
县一所民营养老院的管理
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
大学学的是行政管理，毕
业后在建筑行业打拼了几
年，6年前，他进入养老行
业，属实是“赶鸭子上架”，
亟待科班人才加盟助力。

目前，张盛所在的养
老院加上他一共有12名员
工，只有3名年轻人，还都
不是学养老管理的，院内
的护理员清一色是“4050”
人员。

“人才紧缺”限制了养
老院的发展。张盛坦言，
当前，自己所在养老院的
入住率为50%左右，其中
还包含政府供养的特困人
员，自费入住的老人很少，

“偏公益性，盈利较为困
难”。

张盛调研发现，入住
率迟迟上不来，一方面是
因为当地“家庭养老”的观
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
是养老院传递给年轻人的
是一个“暮气沉沉”“不自
由”的印象。

他试水在社区举办活
动、组织老年人来试住、邀
请青年志愿者做客、和一
些学校对接实习实践……

“效果很好，年轻人和老人
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
气氛一下子就上去了。”张
盛说。

但要把年轻人长久
“留”在基层养老院，并非
易事。张盛说，几次招聘，
他主动联系了开设养老、
护理相关专业的职业院
校，学生们都倾向于去一
些经济更发达、行业更完
善的城市。

即便养老人才的市场需
求越来越旺盛，但不能否认
的是，很多毕业生会在择业
时自动“脱轨”。

采访中，有养老院负责
人告诉记者，在一些读养老
专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潜意识
里，将养老服务看成是伺候
人或者是保姆该干的活，觉
得难以接受。

也有人在养老院工作
一段时间后，选择了转行。
王元元注意到了这一人才
培养的“后端”问题，她直
言，学生们离开专业岗位的

主要原因是待遇不高，这致
使各高职（专科）院校开设
的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存
在叫好不叫座、转专业率偏
高等问题。

职业上升路径不清晰
是养老服务行业另一个难
以突破的“瓶颈”。某院校
相关负责人在回访他的毕
业生后发现，“流失”的这部
分年轻人中，有一些人选择

“考编”，也有一些毕业生选
择去一些“涉老”的企业工
作，还有部分直接转行。“没
编制难招人，待遇差难留

人”，这在养老行业形成了
恶性循环。

针对这一“堵点”，安徽
六安市养老服务业协会秘书
长邵子宏建议，三四线城市要
招到更多年轻化、专业化的
养老人才，就需要搭建“社会
认可、部门许可、院校支持”
的大格局。校方要强化学生
学习的目的性，让他们明确
职业定位，多组织学生去养
老机构真刀真枪地实践。地
方行业协会也要发挥桥梁纽
带和润滑剂作用，和政府、院
校对接，合力解决问题。

养老行业求贤若渴 职业路径不清晰

破题“叫好不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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