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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诊 服 务 虽
好，我们还不
能 一 味 叫
好 。 但 这 种
不足，是成长
中的不足，社
会 不 妨 多 些
鼓励和包容，
允 许 它 且 行
且规范，并不
断进化。

新生行业有规范，未来才能走得远
最孤独莫过于“一个人去医院”。如果没

有家人朋友陪伴，又不想一个人去看病，怎么

办？找职业陪诊师。

这份陪求医者排队、挂号、取药的新职

业，近年来在杭州悄然兴起。昨天，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客户端讲述了一对姐妹陪诊师

的故事。妹妹接的第一单陪诊业务，就是在

医院陪护陌生男子一天一夜。做完手术，患

病男子说，“在陌生城市独自做手术，再坚强

的男人也会害怕。”此言道出了一种需求、两

处无奈，戳中了城市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孤

独求医”的生活痛点。

确实，新的需求催生新的职业。为患者

挂号、陪同候诊、付费取药⋯⋯陪诊师的出

现，让儿女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独自在城市

打拼的单身青年，求医时免去了拖着病体，跑

上跑下的体力消耗，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两大孤独群体生病后不得不面对的孤独之外

的难题。

这个难题在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的身上

尤为突出。年纪大了，身体日渐衰弱，常跑医

院必不可少。可是腿脚不灵便、不熟悉流程、

挂号、付费、取药，一系列智能化操作，对许多

老年人来说都是障碍，困难重重。这种时候，

陪诊师的出现，简直是雪中送炭，可谓孤老看

病之幸。

一份全新的职业，解决了部分患者的就

医痛点，这是好事，值得鼓励。但如何提供更

周到、更专业的陪伴，让人放心购买陪诊服务，

仍然是需要考量的问题。从报道看，这份职业

需求旺盛，但收入不稳定，存在一定风险。社

会上不少人亦对陪诊服务持审慎态度——什

么人能成为陪诊师？收费标准怎么制定？谁

来监管？这些又都是必须厘清的现实问题。

实际上，由于行业规范的缺失，陪诊服务

业呈现出野蛮生长的一面。一方面，收费标

准缺乏定价依据，陷入价高而服务不匹配的

质疑；另一方面，陪诊师和患者权利义务约定

不清晰，在实际的陪诊服务中，双方较容易产

生争执。无论是消费方还是服务方，都希望

行业能有正规管理机构，有明确的准入制度，

形成专业、规范的准则，从而促使陪诊职业行

稳致远。

目前来看，陪诊服务虽好，我们还不能一

味叫好。但这种不足，是成长中的不足，社会

不妨多些鼓励和包容，允许它且行且规范，并

不断进化。有朝一日，市场会给出答案，时间

会作出选择。

近日，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马踏飞燕”玩偶凭借“丑萌”的

造型火了。据光明日报报道，玩偶上架不到半个月，线上线下

订单合计过万，库存已经售罄。

这个在中学历史课本以及课外书中反复出现的“马踏飞

燕”，如今以活泼欢快的喜庆外形刷屏。下面的鸟被踩得撇嘴

翻白眼，而上面绿色的马则笑开了花。瞧着这两个没心没肺的

憨憨马与愤怒小鸟萌萌的样，真有治愈的效果。

近段时间，优秀的文创产品迭出。近日走红的还有三星堆

博物馆川蜀麻将摆件，四个青铜小人围坐一桌打麻将，让人捧

腹。

这些优秀的文创产品，虽然以和传统审美理念相背离的滑

稽形象出现，但它们却非常可爱、很受欢迎。

从这个意义上说，丑萌、接地气，同样也可以是文创的魅

力，它们因此成了人们面对焦虑时的解压方式，成了寻找共鸣

的情感出口，成了人们彰显个性的表现。

意义不仅于此。正如甘肃博物馆的相关设计人士介绍，他们

的设计初衷是用可爱俏皮的形态让文创产品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当

中。

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庄重严肃，但这些文创产品却能帮助高

高在上的文物深入人心。它们的设计，在“很认真地还原文物

姿态”的基础上加了“小心机”，以拉近人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延

伸文物的文化内涵。

如何让文物更具生命力？答案也许并不复杂，只有融入更

年轻的创作理念，展现传统和时尚的同时，让文物和现代生活

幸福交织，才能让文物活起来，继而生生不息。

为文物形象生活化点赞

重庆一名女生高考失利，未能报考心仪的西南大学。

她在微博上向@西南大学发私信，诉说沮丧和迷茫。没想

到，@西南大学很快以“小作文”回复鼓励：你的美好人生刚

刚开始，怎么能描述为“死在这个夏天”呢？换个角度，不如

向死而生，在这个夏天，生长出新的人生。目前，女生已决

定复读，明年再次冲击目标。

这种充满情感色彩的互动，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校方暖

到了，感慨这是“最好的招生广告”。

片言只语，何以如此暖心？关键就在于这种真挚的人

性关怀传递了教育的温度，彰显了大学的精神格调。

众所周知，大学是社会的精神高地，担负着引领思想之

神圣职责。如果对没能入围者弃之不理，那就是一种冷冰

冰模式化的程序而已。及时安慰失意者，不仅预示着高校

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具有人情味，这样的人文关怀更让人

深切感受到大学的包容与胸怀，彰显大学之“大”。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品牌营销，与那些

绞尽脑汁在招生宣传和录取通知书的装帧设计上做文章，

不标新立异誓不罢休等做法相比，可谓高下立判。更重要

的是，此举还向社会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尤其对于正处在

价值观形成期的孩子来说，其意义更加非同凡响。

没能进入心仪的大学是遗憾，但收到安慰信则是鼓

励。勿以善小而不为，小细节更能彰显大情怀，愿更多的大

学，能做出这种走心的举措。

鼓励失意者
彰显大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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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陪人看病，悄悄成了一门生

意。网络平台上活跃着一群陪诊师，而实际

业务还包括预约检查、取报告、拿药⋯⋯

每一单生意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为人

知的故事。

这个行业看似很简单，却承担着高风

险。由于行业刚起步，准入门槛不高，也没有

规范化，更没有监管，交易大多建立在双方信

任基础上，这个基础在意外面前短暂又薄弱。

网友“罗明强”：专业的陪护陪诊也许会

更让人安心！

网友“笑得灿烂??”：就像导游一样，导

医这个行业也非常有存在的必要。

网友“晨曦”：只要你想得到的，就有人从

事这样的工作，而你想不到的职业，也早就有

人干得热火朝天了。

网友“寂寞高手”：这行业前景不错的，我

每年都要到杭州做个无痛胃镜体检，要人陪

同，因为要打麻药。

网友“豆芽”：前两年，我奶奶身体不好一

直住院，我攒下点陪伴经验。然后试水陪诊

师，接过一单。早起陪一个程序员去做无痛

胃镜，因为全麻需要有人陪同。早 7 点出门，

上午10点收工，收入200元+。

网友“宀徽”：上次脚被砸骨折了，自己去

医院，挂号拍片拿药回家养伤，同情自己。

网友“旧时一年”：支持这个行业。孤身

在外，我就遇到过自己就诊住院的时刻，对这

个需求有体会。以后可以的话也愿意去做兼

职，给陌生人一点陪伴支持。

网友“L*yue”：行业规范的话，能解决很

多问题。

网友“素”：个人觉得是一个有前景的产

业，因为老龄化和子女不同住或者不在一个

地方，很多老人生病无法就医，有人能陪护确

实放心多了。不过一定要做好行业规范，这

样对被陪护的人也比较安全，对陪护人员也

会少很多说不清楚的麻烦。

孤独求医成痛点，陪诊服务是刚需孤独求医成痛点，陪诊服务是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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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让 文 物
和 现 代 生 活
幸福交织，才
能 让 文 物 活
起来，继而生
生不息。

真 挚 的 人 性
关 怀 传 递 了
教育的温度，
彰 显 了 大 学
的精神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