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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患者渡过难关

9 月 9 日下午 1 点，距离医生接诊还
有半个小时，大鹏已来到青大附院崂山院
区医院门口，等候约好的患者。“一位老人
因眼睛疼痛和视力减退，专门从烟台来到
青岛找专家诊治。”大鹏告诉记者。

和老人会合后，大鹏在拥挤的候诊大
厅里找到一个座位，将老人安顿好。之
后，他前往窗口排队，办理取号等事宜，并
通过导诊台确认是否需要预先进行视力
检查。候诊过程中，大鹏一边关注大屏幕
上的叫号情况，一边询问老人之前都做过
哪些检查。一个半小时后，大鹏帮助老人
顺利完成问诊，拿着医生开具的病历记
录，把医嘱逐项念给老人听并一一确认，
再将他送上出租车。“这个职业的进入门
槛并不高，但需要耐心、细心、热心。很多
患者处在病痛之中，陪诊师既要帮助患者
顺利完成问诊，还要尽可能缓解他们的焦
虑、紧张等情绪。”大鹏说。

除了“跑腿”之外，陪诊师还需要具备
一定的职业技能。大鹏说，刚入行时，自
己下了不少笨功夫，比如，陪患者去一个
自己不熟悉的医院时，他会提前跑一趟，
了解上班时间、挂号数量、检查注意事项
等，还会摸清每个科室、检查室、缴费处的
位置。为了帮助患者高效预约诊疗，大鹏
关注了 20 余家医院的公众号，每天关注
医院的最新动态，了解各医院的专长和相
关医保政策。

前段时间，大鹏对于陪诊师这个职业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一天，大鹏的电话
突然响起，一个惊慌失措的女声传来：“你
一会有时间吗？可不可以陪诊？我父亲
是癌症患者，从昨天开始喘不过气，情况
不太好……”原来，这位女士家在胶州，父
亲钟先生患有鼻咽癌，最近这段时间鼻子
越来越不舒服，同时还伴随着呼吸困难，
在当地医院检查后，医生表示后续治疗最
好去上级医院。但是钟先生的大儿子在
北京上班，二女儿因为怀孕身体不便，家
里只有小女儿能陪着父亲前往医院救治。

大鹏了解完情况后，先稳定住患者女
儿的情绪，立马动身前往青大附院崂山院
区耳鼻喉科。“我在电话里已经隐隐约约
听到钟先生因为憋气，呼吸声中出现了啸
音。我当时计算了一下，他们从胶州开车
过来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这期间我先去
医院挂号，将钟先生在当地医院拍的片子
的照片先拿给专家看，如果需要进行其他
检查，我可以替父女俩先排上队，保障患
者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救治。”大鹏说。

医生看到钟先生的片子和检查结果
后，立即表示肿块太大，患者呼吸道狭小
的间隙很容易被痰憋住，一定要抓紧时间
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天正值周
六，青大附院崂山院区耳鼻喉科立马召集
休息的医生前来进行紧急手术。“我立即
把相关信息发给了正赶往医院的父女俩，
并提前帮忙办好了所有手续，患者一到医
院，能立刻进行手术。”大鹏说，最终钟先
生通过手术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也让他体
会到陪诊师这个职业更深层的意义：“陪
伴患者渡过难关，给予他们温暖和关怀。”

从咨询师到陪诊师

在做陪诊师之前，大鹏是一名咨询
师。他告诉记者，咨询行业钱赚得多，相
应的，工作强度也很高。转行前，大鹏的
颈椎经常疼痛难忍，这让他时常问自己：
现在赚的钱会不会等老了以后都用来治病

陪诊师就像
患者的“临时家人”

35岁的大鹏对岛城20余家医院了如
指掌 他说干陪诊师最需要耐心细心热心

了？渐渐的，换工作的想法油然而生。
2020年，大鹏在浏览新闻时偶然看到

有关陪诊师的报道，他立马想到此前去医
院时看到的很多孤单无助的身影，一个直
觉涌上心头——陪诊行业未来市场需求
会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大鹏义无
反顾地辞职，成为一名陪诊师。刚转行的
时候，他的工资几乎腰斩，后来才慢慢好
转。“相较于一年前，我们团队的专职人员
增加了一倍，兼职人员也增加一倍。”大鹏
表示，这一年里，陪诊师行业的社会认可
度逐渐提高，自己团队的老客户越来越
多。

因为入行容易，陪诊师工作经常被认
为没有职业门槛，谁都能干。但大鹏却不
这样认为，他说，干这行首先要懂一点医
疗知识，另外还需要有点力气，在医院里
跑上跑下地排队、缴费、做检查……“青大
附院崂山院区有个大上坡，光是走两趟就
很累，有时候还要推着行动不便的老人爬
坡，着实是个力气活儿。”

目前大鹏所在的爱馨陪诊，陪诊费用
为半天 198元、全天 298元，陪诊师一天能
接一到两单。社交媒体上关于陪诊师月
入过万元的话题爆火，陪诊行业的收入到
底如何？大鹏坦言：“陪诊师没有想象中
的高薪，忙的时候单量再多，一天也只能
接 3 单，多了就忙不过来了；周末一般很
闲，一是客户想找的专家休息了，二是患
者的亲属也有时间，因此派单量少。”

目前陪诊从业者多为小团队模式，比
如大鹏所在的爱馨陪诊，总部位于济南，
目前青岛团队全职员工只有 4 人，还有几
个兼职的员工。他告诉记者，青岛只有三
四家公司性质的陪诊师团队，此外都是个
人在做。自媒体的火爆为陪诊师行业添
了一把火，包括大鹏在内的不少陪诊师都
有在B站、抖音上发视频宣传的意识。

是陪伴更是安慰

大鹏陪诊的客户主要是老年人，他们
的儿女因忙于生计无暇分身，只能以购买
服务的形式来体现对父母的关心，此外还有
外地人、孕妇、儿童、行动不便的人士等。有
少数年轻人无法忍受一个人看病的孤独，也
会选择陪诊。“我之前碰到过一个95后的安
徽小姑娘，父母因为工作没时间陪她，她觉
得一个人去医院太孤单，所以就找到了我。”
大鹏告诉记者，这种陪诊相对简单，小姑娘
自己在网上进行了预约，早晨直接去医院
取号候诊。“在医院等待叫号时，我能看出
来她有点害怕，我就安慰她，和她说说话，
让她的情绪缓解一下。”

“陪诊”让大鹏和很多客户变成了最
熟悉的陌生人。在众多客户中，诸城人王
然（化名）让大鹏印象深刻。两人相识是
因为王然的父亲来青大附院崂山院区看
病，因为贴心的服务、专业的态度，让王然
非常信任大鹏。王然告诉大鹏，自己的母
亲患有糖尿病，经常疼得整晚睡不着觉，
只能靠药物来缓解。王然工作很忙，周末
经常加班，去医院排队买药加重了他的负
担。从去年5月开始，大鹏成了王然的“专
属药物管理师”，两人每月定期联系一次，
一开始还需要相互确认药名、邮寄地址，
现在只需两句简单的对话：“下单。”“好。”
一次代买药业务便完成了。

大鹏说，32岁之前，他在办公室坐着，
每一天过得和前一天没什么不同，但是转
行之后，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他奔波在
别人的人生里，见证过人的脆弱和坚强，
经历过颇具戏剧性的人生转折。用他的
话来说，陪诊师这个行业，“偶尔治愈，常
常帮助，总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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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汇聚着世间百态，游走在人情
和金钱之间的陪诊师们往往见证着不同
寻常的人生故事。陪诊也是陪伴经济的
一项内容，但相较于服务场域较广的“玩”
和“游”，“诊”字则将陪伴的目的地限定在
了医疗机构中。对陪诊师们而言，相较于
医学知识储备，熟悉医院环境，与患者迅
速建立起信任关系，能在行为和情绪上照
顾患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陪诊师大鹏
做这一行虽然只有3年，但已属于行业中
的“老人”了。32岁那年，他从一家听起来
十分高大上的咨询公司辞职，一头扎进了
陪诊师行业。3年里，他用自己的陪伴让

“孤独就诊者”不再孤独。

大鹏（右）陪诊老年患者，帮忙挂号。

陪诊师大鹏

陪伴服务 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