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不止“跑腿”
还担当“看病顾问”

远不是“陌生人”
而是“临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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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诊师作为一种新
兴职业，其收入和工作内
容令人好奇。近日，记者
沉浸式体验了陪诊师的
工作。他们用陪伴抚慰
着患者的焦虑与不安，既
见证过独居老人遗忘世
界的迷茫，也感受过癌症
患者紧攥希望的不甘，更
在和陌生客户初见的信
任危机中，摸索出不一样
的人性温度。

一上午的忙碌过后，吴成
亮进账200元。面对网上热议
的“陪诊师月入过万元”的话
题，他说出了刚入行时的真实
经历。

在刚开始接触陪诊师这个
行业时，吴成亮不清楚如何获取
新客户，只在小红书上发布了引
流帖子。他从业第一个月只接
到了2个单子，收入600元。到
了第二个月，收入依然没有破
千。“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平台
的规则，线上沟通是不能够谈论

价格等敏感词的。”被封号几次
后的吴成亮有了想要放弃的念
头，但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坚持了
下来。第三个月，收入1700元。
半年过后，他积累了一批老客
户，每个月的收入也突破了“万
元大关”。“毕竟服务行业收入不
稳定，这个月能拿1万多元，下个
月可能就只有5000元。只有长
久地维护老客户的‘复购率’，才
能让收入变得稳定。”吴成亮坦
言，陪诊师是个入行门槛低的职
业，需要的是长期积累，如果一
开始就抱着“赚高薪发大财”的
想法入行是一定会失望的。

“无锡有几家三甲医院？”“每
个医院的优势科室有哪些？”“哪

些疾病可以申请政府补助？”……
在吴成亮的手机里，可以看到不
少关于医疗就诊的相关知识。除
了根据客户的需求跑腿、配药，他
也会将最新的医疗政策和客户分
享。有趣的是，在他的客户群体
中，不仅有身体不便的老人，还有
40%的年轻客户。“我接过最年轻
的一个客户只有22岁，当时的诉
求是让我陪她做无痛胃肠镜的检
查。”吴成亮分析，老年客户群体
需要陪诊，大部分时候是因为子
女在外地上班，无暇分身。而其
他群体大部分是来锡工作的年轻
人，因为家人不在身边又不好意
思麻烦朋友，便在线上预约了陪
诊服务。

体验陪诊师的真实生活：

跑腿代办＋安慰陪伴
“临时家人”并不简单！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生病是
件十分隐私的事。让陌生人陪自己去
看病，信任这一关尤为难过。采访中，
吴成亮给记者分享了他的“5000元项
链”事件：一次陪诊时，客户张阿姨正
要进检查室做CT，吴成亮自然地想要
接过张阿姨手里的包，谁知张阿姨脱
口而出：“这包给你拿着还不如给窗口
的工作人员放心呢！”吴成亮先是一
愣，随后才反应过来这是客户没有对
自己产生足够的信任。回家思考
之后，吴成亮想到了很多能让客
户更放心的小细节，比如“提前
沟通客户信息”“在陪诊时每个
过程都拍照留档”等。在陪诊
前，他会主动将自己的身份
信息发给客户，并在陪诊过
程中做到“事事有交代，分
秒不离开”，逐渐积累起双方

的信任感。在张阿姨的第3
次陪诊过程中，她不仅越来越

信任吴成亮，还主动提起第一次
不放心让他拿包的事情，不好意思

地说：“我当时包里有一条5000多
元的项链，你别介意啊！”吴成亮用真
诚和善意换来了客户对自己的改观，
也为他积累了更多的老客户。

积累了数百位客户后，吴成亮的
小红书平台上，记录着他很多难忘的
陪诊故事。化疗患者、高龄老人、单亲
妈妈……每一位患者背后都有着自己
的难处与不易。在肿瘤科陪诊时，吴
成亮总会在包里放一盒糖果。这个习
惯源自一次深刻的教训。那天，一位
正在化疗的患者突然低血糖晕倒。“当
时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和虚弱的身体，
我的心揪了起来。”从那以后，吴成亮
就时刻准备着糖果，以防类似的事情
再次发生。他觉得在医疗环境里，患
者本就承受着身心双重压力，任何突
发状况都容易引起他们的恐慌，而他
希望自己能安抚他们的情绪，成为那
个雪中送炭的人。

在吴成亮的客户中，还有一位独
居老人。在拿到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诊断结果后，老人反复问吴成亮：“我
的家在哪里？”那一天，吴成亮将这个
问题反复回答了20遍。“对他而言，疾
病正一点点偷走他的记忆，但我希望
通过我的陪伴，能让他在迷茫中找到
一丝熟悉与安心。”令吴成亮印象最深
的则是一位只比他大6岁的女性癌症
患者。看到自己的同龄人饱受病痛的
折磨，吴成亮一边为她拿药，一边思绪
万千。“她也有自己的生活，有家人朋
友，或许还有未完成的梦想，却这样被
病痛无情地折磨，而我能做的只是帮
她跑跑腿代开个药。”吴成亮觉得作为
陪诊师自己虽然能给患者带来一定的
便利，但面对这样的情况，还是会深感
无力。每一次的陪伴和守护都让他深
深觉得，“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不该
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心
上、落在实处的信条。

（晚报记者 毛岑岑/文、摄）

N95口罩、消毒湿纸巾、便
笺……陪诊师吴成亮的双肩包
里装着不少为客户准备的一次
性用品。早上8点不到，他就在
约定好的医院门口等待着他今
天的第一位客户：77岁的李阿
姨。“我包里有两样东西你肯定
想不到，一个是一次性吸管，是
预备给容易呛水的客户使用的；
一个是小零食，我特意带了两
种，无糖的是给血糖高的客户准
备的，有糖的是给低血糖的客户
准备的。”说起包里这些装备的
用处，吴成亮头头是道。36岁的
他虽然从事陪诊业务还不到两
年，但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积累
了不少经验，也有了一部分信任
他的老客户。

“一般我会比客户提早十分
钟左右，不能让客户等我。”吴成
亮一边等人，一边给记者展示了
他前一天在手机上为李阿姨写
好的注意事项：做化疗前要先去
找一趟主治医师，取药时除了药
品还需要拿一个避光输液器
……一项项内容十分细致。吴
成亮介绍，李阿姨是他的一个老
客户，每月需要做两次化疗。陪
诊期间，他会将每个看诊步骤都
拍照通过微信发给李阿姨在外
地工作的儿子，包括各类单据和
李阿姨的实时情况。8点32分，
保姆推着李阿姨来到了医院门
口。亲切问候之后，吴成亮一边
拿出准备好的口罩给她戴上，一
边熟练地从保姆手中接过各种

医疗材料。
背着双肩包的他脚步飞快，

穿梭在医院的门诊大楼，熟门熟
路地找到了主治医师的办公
室。看报告、拿药、排队……半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吴成亮就为
李阿姨完成了化疗的前期准备
工作。“医生看过血液报告了，说
没问题。”“药品拿好了，单据请
查收。”……每个陪诊流程完成
时，吴成亮都会发一条微信给李
阿姨的儿子，进行实时反馈。“医
院的流程真的挺多的，多亏有
你！”在收到客户家属认可的消
息时，吴成亮总会有丝丝成就感
涌上心头。“我觉得我就像客户
的临时家人一样，能为他们提供

一点帮助，自己也挺开心的。”面
对坐着轮椅、行动不便的李阿
姨，他会时不时俯下身子陪她聊
天，希望能给她更多鼓励与慰
藉。

9点40分左右，吴成亮告别
李阿姨回到门诊大楼，开始为他
的下一位客户排队买药。“这个
药现在很难配，我尽量试试看
吧！”在肿瘤科门诊，吴成亮花了
40分钟排号，经过和医生的沟通
后，才了解到这种药物目前更改
了适应病症的条件，且属于进口
药，不能轻易开药。虽然没有配
药成功，但他还是将医生的嘱咐
和可替代的药品告诉了客户，并
表示了歉意。

远不止提供服务
还倾付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