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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
陪诊行业是一片蓝海

“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
学，接你去医院瞧病。”南通江
杉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谈欢在布局“陪诊”新赛道之
初，也是由陪诊师开始做起。

去年年初，家住崇川区光
明东村的谭云老人（化名）脚趾
受伤，腿部浮肿。家在如皋的
女儿要照顾宝宝走不开，便在
网上预约陪诊师陪母亲去通大
附院就诊。

担心老人对这一服务心存
芥蒂，客户和谈欢商量，可以

“伪装”成她的同学开展陪诊。
从接送到外科就诊，一直

推着轮椅上上下下的谈欢后汗
流浃背，老人的病情也比预想
中的严重，医生叮嘱要去做
CT，提示可能有肿瘤隐患。谈
欢一边联系客户说明情况，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根据10余
年的医疗从业经历，他锁定了
院内该领域相熟医生的专家
号。第二天，老人的女儿又下
了一单，委托谈欢取报告、找专
家解读等事宜。

“南通老龄化程度高，陪诊
行业是一片蓝海。”谈欢表示，
转行做陪诊服务，正是看到这
一行业的潜在巨大需求。

谈欢在企业后台拉了一份
“用户画像”——从2021年5月
业务上线以来，服务人数将近
3000人次，下单客户近7成为年
轻人，其中又以县（市、区）为主。

4小时的陪诊服务收费198
元，医院跑腿一次29元，这是
江杉医疗开出的陪诊价目表。

“这个价位年轻人大多能
接受，但老年人却不愿意买单，
一是该职业社会知晓度不高，
二是在老年人看来这属于‘非
必要消费’，”谈欢曾做过市场
调研，老年人的心理价位是一
次陪诊收费50元之内，“跟家
政保洁的费用相当。”

江杉医疗于2021年注册
成立后，主要通过抖音、小红书
等网络平台进行推广。虽然遭
遇疫情影响，但公司仍然稳步

发展。目前，公司拥有近50名
全职、兼职陪诊师，“已拿到天
使投资”。

近期，江杉医疗小程序“就
e无忧”升级上线，涵盖内容包
括“医院跑腿”“内外宾陪诊”

“产检陪护”等业务。谈欢期望
把它打造成互联网医疗服务界
的“美团”，邀请不同领域的服
务商入驻，陪诊师通过平台就
近就便接单，以此将业务拓展
到长三角乃至全国。

陪诊师：
这是一份有温度的职业

张燕（化名）是一名80后
兼职陪诊师，入驻“就e无忧”
平台半年多来，服务过近百人，
有空巢老人、孕妇、宝妈、独居
青年等，基本覆盖了各个年龄
层次。

“有一次，刷抖音时偶然刷
到陪诊师这个职业，我很感兴
趣，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报名加
入。”张燕在南通有一份相对轻
松的工作，有不少空闲时间。
如今，她忙多了。

根据就诊流程，张燕通常
的服务内容主要有：诊前排队
预约取号、陪客户进诊室协助
诉说病情、排队缴费，然后陪客
户协助检查等。根据诊断，无
论是要开具药品，还是要办理
入院手续，作为陪诊师，张燕都
会一直陪同，协助完成。

陪诊服务，最基础的是用
陪诊师的时间换病人的时间。

“有些检查需要预约到当
天下午或第二天，像B超、CT、
核磁共振这类的检查等待时间
会更长。”张燕说，如果等待时
间过长，她会把一些身体不适
的客户送回家，自己在医院等
号，到时间再把客户接到医院。

陪诊的门槛看似不高，但
整体而言，有医学背景或是熟
悉就医流程的人员占主体。同
时，富有责任感、有爱心、有较
强服务意识，也是一个陪诊师
必须具备的素质。

2020年6月，人社部等多
部门联合发布了9个新职业信
息，其中对“社群健康助理员”

的工作内容描述为：为社群成
员提供健康探访、体检、就诊、
转诊等代理或陪护服务；为患
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
办理住院手续等协助服务，这
与陪诊师服务十分契合。

“在医院呆呆站在原地的
老人不在少数，有时客户挎着我
的胳膊，我都感觉她的手在抖。”
张燕介绍，需要陪诊的客户中，
年轻群体讲究效率，需要陪诊师
帮助他们优化就医流程，节省就
医时间；老年群体则更注重陪诊
服务中带来的踏实感，身边有
人，他们能最大程度安心。

“目前，陪诊师潜在的需求
很高。”张燕作为兼职陪诊师，
一般每周能接到3~5单，收入
在 500 元左右，订单类型随
机。“很多客户都是子女买单，
还提前嘱咐我不要透露价格。”
在张燕接待的客户里，不少人
提出“装作是朋友”的要求。

在张燕看来，陪诊师是一
份有温度的事业。“顾客信任我
们，把家人亲人交给我们，那我
们就是他的临时家人，把事办
好、把人照顾好、把服务做好是
我们的终极目标。”

去年年底，是张燕最忙碌
的时候，日均跑腿20单到30
单。“那时候主要是跑腿，因为
很多人阳在家里，买药找药居
多。我们也怕阳，但他们下单
了就是有需要，这个时候没有
不接单的道理。”

下单客户：
陪诊服务是“及时雨”

“孩子黄疸值比较高，得去
医院检查。我还在坐月子，自
己去医院取号排队，身体吃不
消。”前段时间，面对孩子的突
发状况，独自在家的年轻宝妈
陈珊珊一时难以应付。

自己身体不便、老公在外
地工作、家中人手不够，正着急
时，陈珊珊想起此前偶然看到
的陪诊服务。打开小程序，线
上下单，客服对接，确定时间、
医院、科室……操作两三分钟，
付款89元，陈珊珊就顺利预约
到了陪诊人员。

由陪诊人员代为挂号排
队，等排号将近时，自己再从家
中前往。“少等一会儿、少吹点
风，对我们刚生产的产妇来说，
友好了许多。”陈珊珊已经预约
过两次陪诊服务。

各大医院科室多，楼里楼
外、楼上楼下来回跑，对病人来
说多多少少都有负担。陈珊珊
坦言，不管是孩子不舒服，还是
独居的老人，陪诊服务都是“及
时雨”。

在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的
社会背景下，陪诊服务具有一
定的发展前景。但作为一项新
兴职业，陪诊师的行业规范也
亟待完善。

“第一次预约的陪诊师业
务不熟悉，一时找不到缴费的
地方，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
陈珊珊介绍，自己需要前往的
儿科和儿童保健科也位于不同
楼幢，如果事先不了解，很容易
被引导错。

为此，陈珊珊建议，要提高
陪诊师的入行门槛，加大筛选力
度，开展入岗前的培训，确保陪
诊师对各大医院、科室、流程了
然于心，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除此之外，面对陪诊师越过
平台，企图直接私下接单的可能
行为，也需进一步规范行业标
准。“没有了平台约束，过程中一
旦出现问题，我们客户的权益可
能无法得到保障。”陈珊珊说。

对此，谈欢也十分认同。
“我们现在是‘求监管’，市场混
乱不利于平台发展。”谈欢介
绍，作为新兴职业，各项制度监
管尚不健全。

江杉医疗目前是“南通市
家庭服务业协会”和“南通市健
康产业发展研究会”的会员单
位。目前，公司联合南通一家
有“社群健康助理员”培训资格
的教育机构，准备开展陪诊师
业务培训考级，首先让公司员
工都“持证上岗”，再进一步用
新的需求“孕育”新的市场，规
范行业边界，打造更有“素质”
的陪诊师行业队伍。

本报记者苗蓓 江姝颖
本报见习记者司占伟 卢铖卉

和“黄牛”有啥不同

就诊服务一般面向老
人、异地就业的独居青年
以及因进行特殊检查而无
法自由行动的病人，但一
般不接收急性或恶性疾病
病人的单子。陪诊师主要
提供挂号、取药等服务，不
会提供具体挂号科室的资
源，不干涉客户个人选
择。“黄牛”提供资源，陪诊
师则提供服务。

和医院护工有啥不同

护工由医院培训，负
责病人术后照料。而目前
的陪诊服务需要和医院建
立合作，通过统一和专业
的培训，让陪诊师了解医
院的就医流程、科室分类、
就诊方向等，才能让陪诊
服务更规范化。 江海

陪人看病、替人取药、帮人问诊，4小时收费198元——

陪诊师职业在通城悄然兴起
网络上曾有一则“孤独分级”的热帖，其中

“一个人看病”是网友们眼中的“终极孤独”。映

照到现实，年轻人不便请假陪老人就诊；老年人

不会用智能手机，到医院看病晕头转向；就医规

划、产检陪护、精准找到对应专家都有门道……

近年来，一种新型自由职业——陪诊师，在

各大城市应运而生。近日举办的“2023南通邻里

生活节”上，南通江杉医疗及其推出的陪诊服务，

备受居民欢迎，也引起了记者关注。

目前，南通陪诊师的就业情况如何，服务需

求在哪里，行业如何规范发展？连日来，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陪诊师能否
走得更远？

新兴职业陪诊师在通
城兴起，并不令人意外。

南通老龄化程度高，
随着城市能级提高，人们对
医疗服务有了更多的需
求。由此，“陪诊”成为一份
生活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不善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忙碌的上班族，此
外还有孕妇、宝妈，都有陪
诊的需求。小到取报告买
药，大到陪同患者做手术、
抚慰其情绪。陪诊师利用
自己的专业服务，成为“临
时家属”，为患者在医院就
诊提供支撑。南通本土一
家医疗服务企业，成立近
三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也
已经有了近 50 人的小规
模陪诊师团队，服务人次
也近 3000 人。陪诊行业
的市场需求，可见一斑。

陪诊师，能否走得更
远？

面对有市场需求的新
生事物，我们不妨以发展
的眼光来看待它，让新职
业在良性竞争中蜕变，不
断拔节成长，同时也期待
相关部门能适时出台管理
举措，让陪诊行业早日规
范发展，从长远看，惟其如
此，才能真正让陪诊行业
行稳致远。 司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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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