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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开报道，宁波已逼近深度
老龄化。预计到2025年，宁波户
籍老年人口接近200万，占比为
30%左右，这意味着10个宁波人
中，有3个是老年人。

如何留住年轻专业人才，成了
许多养老机构的难题。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曾跟踪、观察和统计
从事养老行业的毕业生去向。据
统计，毕业一年，学生留岗率在
60%左右，毕业三年的留岗率为
50%左右。

作为浙江省四星级养老机构，
在广安养怡院工作的年轻人依然
是少数，150名工作人员中，95后
不到10人，主要从事行政、护士、

康复治疗等工作。
在广安养怡院发布的招聘信

息中，护士年薪在9.5万左右，康复
治疗师8.5万左右，养老护理员8
万以上。

45岁的广安养怡院院长刘建
丽坦言“流失率很高”“招年轻人很
难”。

养老行业的未来离不开专业
人才，为了留住年轻人，广安设计
了一条职业发展道路——

扩大规模，让年轻人负责托
管的居家养老中心；薪酬保障上，
增加了工作年限的奖励；拥有更
多培训和竞赛的机会，提升他们
的职业技能；给年轻人介绍对象，

帮助他们留在宁波。“将心比心，
如果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们开开心心欢送。”“我们非常
欢迎年轻人，他们在这里干一年、
两年都行。”

过去这些年，选择广安的年轻
人进进出出，留下来的成了“中流
砥柱”——

郭素玲是广安分管护理工作
的副院长，从康复医生转行养老护
理员，从业14年，荣获浙江省“功
勋养老护理员”称号；90后姑娘徐
丹，从事护理工作9年，2019年赴
日本研修照护技能，2022年入选

“浙江工匠”……
记者 沈之蓥 文/摄

设法留住年轻人3

“居家养老既要硬件改善，更要软
件提升，我可以组织青年医生志愿者
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上门服务”

“居民生活馆里可以多设置一些活动
主题，我们文艺界委员也可以发挥作
用，来为居民提供乐器教学、诵读培训
等公益服务”……5月16日，海曙区
鼓楼街道孝闻里综合体里正举行着一
场民生议事堂活动，政协委员、居民代
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
为老墙门打造居者“一生之城”献计出
力。

据悉，鼓楼街道孝闻社区共有居
民 3400 余人，其中 60 周岁以上占
47.7%，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区。
经近几年城市界面改造焕新，老街巷
腾挪出 3100 平方米的空间，其中
2000平方米用于建设嵌入式的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1100平方米打造为开
放式的居民生活馆。“今年3月，我们
将居民生活馆取名为‘喜闻乐见’向公
众开放。”孝闻社区党委书记王蓉蓉表
示，社区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发现活动
后劲不足，“带娃家庭参与度不高，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也将于下月试运营
了，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资源汇入，共
同做好‘一老一小’的软服务提升。”

海曙区政协鼓楼联委会组织市、
区两级政协委员，并联合鼓楼商圈委
员工作室，聚焦社区这一痛点，组织委
员实地走访孝闻社区，主动倾听居民
代表、物业代表、居委会负责人诉求，
并与相关部门座谈交流，围绕医、食、
住、学、养、乐一站式养老托幼服务出
资源、提建议、出良策。

“‘未来社区’是破解‘一老一小’
困境的数字解法，走访中，我发现相关
部门在对老墙门进行‘未来社区’改造
中，前瞻意识还不足，比如在地下车库
改造中，应该充分考虑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设置，以更好地适应城市发展。”
鼓楼商圈委员工作室、区政协委员钱
勇说。“‘未来社区’可以积极探索构建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孝闻社区靠近宁
波市第二医院，有独特优势，可以在老
年慢性病管理、老年健康数据监测等
领域展开合作，不仅是居民去找医生，
更要让医生上门服务居民。”区政协委
员、宁波市第二医院团委书记王崇昌
说。

针对孝闻社区居委会及居民代
表提出的需求，3位政协委员当场给
出承诺，在亲子研学旅行、家门口“文
化养老”等领域与孝闻社区结对，定期
提供民乐演奏、诗歌朗诵、亲子定向游
线等志愿服务，持续深化“15分钟便
民服务生活圈”建设，不断增强居民获
得感。“下步，我们还将尝试跨联委会、
跨界别联动，持续发挥政协委员的资
源与优势，助力鼓楼街道打造居者‘一
生之城’。”区政协鼓楼联委会主任郭
勇伟表示。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刘炎昊 王昆乐

老墙门里开起圆桌会
多方聚力打造
居者“一生之城”

这个养老院
有一批95后
他们如何与老人共处？
单位怎样留住年轻人？

已逼近深度老龄化的宁波，养老是个无法绕开

的话题。近几年，一批养老专业的大学生陆续毕业，接

过了前辈们的接力棒。年纪相差半个世纪，这些年轻人

与老人如何共处？他们能为养老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近日，记者来到宁波海曙区规模最大的养老机构

——广安养怡院，采访了这里的95后年轻人。

每个进入养老行业的年轻人，
都有各自不同的考量。

24岁的韩涵，觉得自己天生
适合干这行。她是宁波余姚人，从
小独立自主，小学一年级学会做
饭，和朋友们在一起，她总是那个

“更会照顾别人的人”。高考填报
志愿，韩涵的第一选择是康复专
业，结果被调剂，分到了制药专
业。她不甘心，大学第一年申请转
专业，顺利通过了考试。在省内一
所职业院校毕业后，韩涵来到了广
安养怡院，成了一名康复治疗师，

每天帮助老人做康复训练。
一晃工作近3年，韩涵后来得

知，全班40多人，多数去了医院或
者其他机构，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养
老院工作。

与韩涵同龄的杭州女孩施银
萍，所在班级的情况也差不多。她
学的是老年服务管理专业，希望能
在养老行业干出一番成绩。父母
不太支持她待在养老院，在大人眼
中，养老院的工作又脏又累，一个
小姑娘干这个，亲戚们怎么看？

“我性子倔，父母觉得我干不

好，我偏偏要把它干好。”为此，她
一度陷入与父母的“冷战”。3个
月的毕业实习，施银萍是在一家高
端养老院度过的。她从最艰苦的
护理员做起，每天5点起床，5点
40分到岗，一早上刷十多个马桶。

老人们不太理解眼前这个小
姑娘，一位大爷劝她，“天天刷马桶
有什么前途？赶紧回家吧。”

“没有感同身受，就没有日后说
服人心的能力。”看到施银萍的坚持，
老人们夸她有毅力。实习结束后，施
银萍加入广安，从事行政工作。

全班就我1个在养老院工作1

如何与老人相处，是这些年轻
人在养老院上的“第一课”。

广安养怡院以收住失能失智
老人为主，需要年轻从业者具备更
多的耐心和细心。韩涵刚来时只顾
埋头工作，半小时的康复治疗，往
往和老人说不上几句话。“有点不
好意思，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院领导看到后，专门找到韩
涵，教她如何与老人沟通，“老年人
怕寂寞，要多和他们聊聊天，老人
家会开心一些，也能知晓对方的情

绪变化。”
韩涵记在心里，有些内向的她

渐渐打开了自己。她发现，老人们
很愿意倾诉，会向她讲述人生经
历，有家庭欢乐，也有悲伤往事。

与老人打交道，韩涵学会了鼓
励和真诚。“态度要真诚，要把他们
当成自己的爷爷奶奶。”

熟悉后，老人们看到韩涵来
了，会客气地说一句“你来啦”，走
时会说“谢谢你啊”。

子女探望，是养老院老人最

开心的时光，就像平淡生活中照
进的一道光。疫情防控期间，养老
院探访有限制，韩涵看到康复对
象王奶奶整天愁眉苦脸，嘴里念
叨着“女儿怎么一直不来”。韩涵
安慰她，外面疫情严重，孩子不方
便过来。

看到老人不高兴，韩涵想了个
办法：跟老人的女儿加了微信，做
康复时，就给对方打视频电话，让
母女俩聊聊天。视频里，母女俩说
着说着，眼里有了泪花。

养老院里的“第一课”2

施银萍（左）的微信
简介是“95后养老人”。

这些话题事关养老行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