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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助浴师”不能只是“帮老人洗澡”而已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
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
人数量约 1.67 亿，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口超过
4000 万。同时，失能老
人养护难、洗澡难，已
经成为居家养老的普遍
难题，提供专业老人洗
浴服务的“老人助浴师”
职业应运而生。从业者
认为，专业养老护理行
业前景广阔，并呼吁相
关人才尽早加入，靠扎
实技能立足于社会。（4
月 29 日 《工人日报》）
　　“老人助浴师”是
指为失能、半失能老人
提供专业老人洗浴和护
理服务的职业，从业者
们能够为老人洗去“洗
澡难”的困境，以专业
服务满足社会对养老护
理中的“为老洗浴”需
求。作为新兴职业，“老
人助浴师”在专业养老

护理市场中前景广阔，
大有可为，但行业距离
发展成熟仍有一定距
离，政府与行业的规范
与监管仍需任重道远，
不能只是“帮老人洗澡”
这么简单。
　　“老人助浴师”队
伍的壮大，离不开人才
的加入。据美团平台数
据，“老人助浴”订
单量同比增长 1450%；
2021 年 5 月，国家卫健
委医政医管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我国对养老护
理员的需求多达 600 多
万，但是目前仅有 50 多
万名从事养老护理的服
务人员。由数据可见，
相较于市场需求，“老
人助浴师”行业在人才
方面存在着供需不匹配
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突
破人才瓶颈，培养更多
专业的“老人助浴师”。

填补行业人才缺口，既
需要政府在政策上鼓励
支持行业发展，给予入
职助浴服务行业的人员
奖励和补贴，呼吁更多
人加入到行业中来；也
需要行业加强对从业人
员的专业培训，提升从
业人员在洗浴、护理、
康复等方面的专业技能
与素质水平。
　　此外，“老人助浴
师”的服务过程与老人
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相关
联。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许多老人都患有心
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等疾病，面临着未知的
风险。如果在洗浴过程
中出现疾病意外，这个
责任由谁承担？对此，
行业仍需进一步规范服
务的标准与流程。一方
面，需要落实助浴服务
过程的标准化、流程化、

专业化，还可为患有老
年疾病的老人提供“助
浴保险”选购选项，多
一点安心与保障；另一
方面，应推动服务流程
合同化，界定好发生安
全事故后不同主体的责
任，切实应对助浴过程
中的潜在安全风险，保
障好老人和助浴师双方
的合法权益。
　　同时，“老人助浴
师”的价格仍是一堵“高
墙”。据悉，目前老人
助浴服务收费较高，上
海的一些入户助浴服务
收费高达 450 元一次。
“洗一次澡花几百元，”
这对许多老人来说，其
个人和儿女在费用和心
理上都难以接受。如何
减轻老人及其家人购买
助浴服务的经济负担，
是让“老人助浴师”走
进千家万户的必答题之

一。对此，政府应在养
老服务方面给予财政支
持，购买助浴服务免费
提供给处于城乡特困、
低保及低保边缘的老
人，还应出台相应政策
补贴助浴企业及相关服
务，促进成本降低。行
业也应对助浴服务收费
加强规范，避免出现“普
通洗”“温馨洗”“豪
华洗”等乱收费现象。
　　“老人助浴师”应
养老服务需求中的“痛
点”而生，该职业的出
现能够让更多老年人安
享晚年。但作为新兴职
业，其中存在的问题也
不容忽视，我们仍需要
政府和行业进一步提供
帮助，解决好行业当前
面临的困境，推动未来
助浴服务更好地持续发
展。

█李金玲 

重拳打击“发国难财”者，为抗疫注入“强心剂”
　　随着天灾，成为了
更让人痛心的人祸。无
论是疫情之初，还是河
南郑州“7·20”特大暴
雨灾害中，抑或是此次
上海疫情中，部分眼红
心黑的人，伸出了“发
国难财”的“魔爪”。
仅说此次上海疫情期
间，就有诸如上海梅陇
镇高价劣质猪肉、高某
在一周内通过哄抬物价
赚取 150 万、超市员工
囤积食品加价售卖等恶

性事件。马克思曾说过：
“资本如果有 50% 的利
润，它就会铤而走险；
如果有 100% 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
律；如果有 300% 的利
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
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
危险。”在“发国难财”
这件事上，无良商家们
确实是这样的。
　　“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商家在商言商，
追逐利润实属正常，但

不能见利忘义、无视法
律、违背伦理、欺骗感
情。疫情当前，有不少
企业积极主动参与疫情
防控，担起了应有的社
会责任，为共克时艰贡
献力量；但也有人利用
疫情，囤积居奇，哄抬
物价，借此满足一己私
利，丝毫不顾他人乃至
社会的利益，造成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
　　“发国难财”这样
的恶行，击穿社会道德

底线，破坏社会正常秩
序，为民意所愤慨，为
国法所不容。一个现代
社会，绝不能容忍、宽
纵此类行为存在。我国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明确规定，哄
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
过快、过高上涨，情节
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而公安部这份通知更是
为打击“国难财”增加
新的手段，给那些意图

效仿者当头一棒。
　　“发国难财”这样
的行为打乱了抗疫的节
奏与部署，可能产生影
响抗疫信心与共识凝聚
的不良影响。为了我们
生命健康的安全无虞，
为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顺
利进行，必须让那些
胆敢以身试法者付出代
价。

█辛怡畅

保护儿童“鼻尖上的安全”
　　为了让家长们更好
地选择安全、具有防疫
功能的儿童口罩，黑龙
江省消费者协会委托专
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
销售的 60 款儿童口罩开
展了比较试验。黑龙江
省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
部副部长伞楠表示：对
儿童口罩的安全性、防
护性、舒适性和耐用性
指标进行了检测，经过
检测，发现 13 款样品不
符合明示的标准要求。
（5 月 2 日 央视财经微

信公号）
　　“13 比 60”相当于
家长为孩子随机购买的
10 副儿童口罩中，就有
2 副不合格。众所周知，
近几年口罩渐与“柴、
米、油、盐”一般，成
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刚需物资，“出门佩
戴口罩”亦是绝大多数
人的出行常态。买菜做
饭尚且可以根据色、香、
味判断其安全性，可儿
童口罩质量不佳，家长
在购买拆封前却难以用

肉眼识别，健康安全风
险不可谓不大。
　　据新闻报道，2020
年 2 月初，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便有不法商
家利用他人购买口罩防
疫的迫切心理，从上家
购得一批“三无”伪劣
儿童口罩后，通过微信
销售至浙江、江苏等地，
引发舆论关注。案例表
明，别人的孩子对不法
商家来说就不是“命”。
即便是保障儿童的防疫
物资，仍有人罔顾社会

道德，利益熏心，以次
充好，视法律法规于无
物。
　　少年儿童的呼吸系
统尚不健全，对不安全
风险的主动防护能力较
低，且不说劣质儿童口
罩不能起到防护作用，
有甚者还会直接“毒害”
儿童健康。在二胎、三
胎时代背景下，儿童卫
生消费日渐增长，较之

“舌尖上的安全”，“鼻
尖上的安全”更需要
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

让我们的孩子能舒畅呼
吸，打击劣质儿童口罩，
得下狠劲。
　　这两年，我们看到
不少孩子从抗拒核酸检
测，到习惯核酸检测；
从抵触打针防疫，到接
受接种疫苗；从反感佩
戴口罩，到适应佩戴口
罩。我们不能让日渐懂
事的孩子们，被迫置于
不安全的环境下。儿童
口罩应当保护孩子，而
不是伤害孩子。

█严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