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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莹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3.50%，人
口老龄化程度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截
至2020年，天津市60岁及以上人口为
300.2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数的21.66%，
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在不断加快。老年人
口快速增长，养老需求日趋多样化，面向
老年群体的服务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但养
老行业专业人才资源却极度短缺，这是一
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9月初，作为第六届天津市幸福养
老文化节的重点活动之一，构建养老产
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2023《今晚报》
“天津市幸福养老文化节”论坛即将在津
举办。届时，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把年
轻人留在业内，成为服务天津市300万
老年人市场的中坚力量，也必然成为该
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

其实，近年来围绕养老行业新增了
不少新职业，比如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也有越来越多的
“90后”步入养老行业。近日，借“幸福
养老文化节”之机，本报记者走访了不少
身在业内的年轻人，以及正在培养养老
行业专门人才的专家、教授，听他们聊聊
身在其中的感受，养老行业如何才能留
住年轻人，年轻人又能为养老行业带来
怎样的惊喜？

“青春养老人”为何流失率高？
1996年出生的亚楠（化名）是社会

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就一脚
踏进了养老服务行业。亚楠坦言自己是
误打误撞走进这个专业的，当初根本不
知道自己会学什么、未来能做什么，可以
说是比较盲目的。“毕业之后，班上一半
同学考公务员进了街道、社区或机关单
位，像我这样真正进入养老服务企业的
人其实并不多。”

亚楠刚走进养老院的时候，身边不
少人都无法理解她，一个研究生为什么
要去干“伺候人”的活儿，感觉有些“可
惜”。自家的长辈也为此担心，在家都不
干的那些活儿，出去能应付得来吗？入
行第一年正赶上新冠疫情，几个月的封
闭式管理让亚楠和院里的老人们有了更
深的感情，但同时也让她感受到了这个
行业的辛苦。“说实话，当初应聘时，我是
奔着管理岗去的，但是入了行才知道，做
养老服务无论什么岗位，工作肯定离不
开一线。”亚楠回忆说，“照顾老人的生活
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事，可真正做起来也
是有技巧的。当时，我们几个刚毕业的
学生没经验，帮助失能老人翻身时只会
用一身的蛮力，半天下来就累得够呛。”

后来的工作中，亚楠又接触过好几
批新入职的大学生。作为前辈，她也会
指导这些新员工业务，同时定期对他们
做同辈群体间的心理疏导。“我们公司新
入职的大学生一般都会先到养老院去
‘打磨’一段时间，这期间差不多会有近
一半人辞职，有的是因为辛苦，还有的是
无法面对生离死别。”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
长、老年学专业负责人魏智慧副教授表
示，当下养老服务行业人才流失率高，
人才整体素质不高，是不可回避的客观
现象。“这其中有对养老服务内容存在
固化认知的问题；还有相关培训技能单
一、与行业真实需求存在一定偏差的问
题；更有职业的社会认同度低、待遇不

高、职业晋升通道不明确的问题；甚至
面对‘死亡’，还有一些年轻人无法承受
心理冲击的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年轻人
留在养老行业的阻碍。”如何破解这些
难题，解决当下养老服务行业从一线护
理人员到中高层管理人员出现的全线
人员数量不足问题？作为天津市唯一
设立老年学专业的院校，天津理工大学
正在努力进行着探索。

“养老+”给年轻人无限选择
和当初懵懵懂懂的亚楠不同，董函

萍报考老年学专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她是天津理工大学老年学专业大二的
学生。“高中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社会老
龄化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高考报志
愿时，又恰逢全国首批老年学专业设
立，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我当时想的是，作为首批毕业生，我要
成为这个行业开疆拓土的‘元老’。”董
函萍笑着说。

但是，真正走进老年人群体之后，董
函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回想起自己上
个学期不太成功的社区宣讲，她还有些
赧然：“我的第一次社区宣讲是在河东区
鲁山街道，计划的题目是‘高质量的晚年
生活’。当时我准备的内容颇有点启蒙
的意味，主要是想鼓励老人们走出家门，
追求更丰富的晚年生活。但是真正面对
他们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高素质的老年
人比比皆是。他们其中有许多人对自己
有明确的认知，并且正在追寻更有意义
的生活。我讲的那点‘皮毛’可能已经是
老人家们‘玩剩下’的了。”尽管如此，这
次经历，却让董函萍彻底认准了这个行
业，“原来做养老行业也可以有趣味、并
且有挑战。”

作为全国首批设立老年学专业的三
所院校之一，天津理工大学老年学专业
对课程设计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精心
设计打磨的。“我们认为老年学不仅仅是
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变化的研究，更是一
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健康等多方面
的综合性学科。我们培养的从业者应该
是集服务照顾者、组织管理者、咨询教育
者、健康促进者、研究推动者等多重角色
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在掌握老年学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护理学、心理学、
管理学、社会工作等多方面综合能力，并

能在养老所涉交叉性学科的分支领域有
所专长。”魏教授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鼓励学生们深入挖掘兴趣点，增
强创新思维和实操能力，专修与辅修相
结合，打开他们职业发展的上升空间。”

从大一开始，这批老年学专业的学
生每个学年都有两个月的实践课，参与
服务学习和社会调查。这段时间，董函
萍还加入了系里的“互联网+”养老服务
项目——春日岛屿。她告诉记者，“春
日”是想改变人们对老年人的认知，他们
其实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岛屿”则是
指要通过这个适老化的综合线上服务平
台，打破老年人的“孤岛状态”，加强他们
与社会的联通。“生活分享、老年学习、上
门陪伴……”通过一次次的社区服务和
社会调查，“春日岛屿”这个项目也在根
据老年人的需求不断进化。而在此过程
中，董函萍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又辅修
了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准备未来在
“智慧养老”方面大展拳脚。

短短两年的学习，让班上的许多同
学感觉自己当初把老年学这个专业想
“窄”了，而丰富多彩的实践课程更让不
少学生找到了想深挖下去的方向。同在
2021级老年学班的李颖告诉记者：“我
在走访调研中发现，老年人在精神慰藉
方面的需求特别大。心理问题长期得不
到重视，最终可能引发器质性疾病。如
果可以提前介入，就能让他们有更加健
康、快乐的晚年。我觉得针对老年人的
心理疏导等服务就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加强产教结合，可以让学生尽快在
形式多元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对专业的认
知，更早地理解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养
老行业的实际工作内容。而学生们的思
考也让魏智慧感到非常欣慰，她告诉记
者：“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实践，学生们已
初步形成了对养老行业的认知。根据他
们的反馈，我们也适时调整了部分课程
内容，更加注重实际操作和应用，加入了
学生所需的新的课程模块。现在，虽然
大学的学习刚刚过半，但是学生们已经
开始在思考和探索自己未来的发展路径
了。这正是我们乐见的，更增强了我们
办好老年学专业的信心。”

养老行业可以有无限想象力
当全国首批老年学专业的学生们在

为进入养老行业积蓄力量的时候，作为
他们的学姐，2016年毕业于天津理工大
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张牧涵已经带着无限
的想象力闯入了这片“蓝海”。

今年初，张牧涵和朋友一起开办了
中鼎（天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不同
于传统观念上的养老机构和日间照护
机构，这家公司提供的服务特别有趣，
甚至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我们
前期做市场调研的时候发现，选择居家
养老的活力老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
体。对这些老年人的服务却是容易被
忽视的，特别是他们的‘孤独感’往往得
不到关照。”张牧涵告诉记者，“我们就
面向这些老人研发了‘5+1’居家养老
服务模式，提供的服务包括家政、医疗、
维修、咨询、社交和个性化服务六大板
块。浅层目标是替老人们解决生活烦
恼，深层目标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
‘孤独感’的问题。”

经过半年多的运营，张牧涵的感
受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转变思
维，乐于进入养老服务行业；但老年人
还囿于传统思维，把养老服务的需求
等同于家政服务，不知道除了保洁和
做饭，自己还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
“如何开启活力老人居家养老新畅想，
也就成为我们打造标杆品牌、助力养
老发展的关键命题。我们刚开始拓展
业务的时候，发现能够最快接受我们
服务理念和模式的，是那些家里请过
家政阿姨的老人。在我们与老人们接
触的过程中，他们惊喜地发现在医院
陪诊、法务咨询、陪伴出行、社交旅游
等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方面，我们也
可以为他们出一份力。”
“中鼎”会给长期包月客户赠送一

个名为“自在球”的多面体一键呼叫设
备。张牧涵解释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
六大服务板块真实地放置于老人的手
边，老人想要哪类服务就按哪个键，我
们会有专属客服与他们进行沟通。如
今，已经习惯了各种服务的叔叔阿姨们
按“个性化服务”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需
求也越来越“放飞”。张牧涵介绍说：
“在老人们的社交活动方面，我们也花
了不少心思，春日采摘、夏日歌会、秋日
健走等，都是我们诚意满满的‘团建’。
前些天，一位王叔叔联系了我们，说他
的老伴儿去世之后，家里没有人能掌
勺做一桌好饭，准女婿初次上门拜访，
觉得出去吃饭显得不重视小伙子，问
我们有没有家政阿姨的厨艺相对好一
些，能来家里撑撑场面。我们听后赶
紧让王叔叔放心，当时就给他匹配了津
菜厨师，约定好日期上门服务，还建议
他邀请几位亲人一起热闹热闹，我们的
厨师管做饭也管收拾，王叔叔对此特别
高兴。”

最近，跟张牧涵关系很好的一位爷
爷还向她委婉地表示了想找个老伴儿
的需求。张牧涵跟同事们共同商量策
划后，专注单身老年人线下社交的“银
龄鹊桥”系列活动就马上筹备起来了。
张牧涵告诉记者：“我们特别希望通过
自己的服务，让老年人把关注的焦点多
放在自己身上一些，让自己真正地享受
生活，让快乐的状态长久地持续下去。
我们也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在思想上会有根本的转
变。所以，这个行业太需要有想法、有
活力的年轻人了，养老服务也可以是充
满朝气的。”

培养高质量年轻人才，使他们成为服务天津市300万老年人市场的中坚力量

养老行业如何把年轻人留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转变思维，乐于进入养老服务行业。图为年轻人组织老

年人参与集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