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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
们对养老相关行业的重视程度和认
可度越来越高，59.46%的受访者表
示愿意自己或子女就读养老服务专
业，18至35岁的青年群体中，做出这
一选择的占比52.38%。

3个月前，浙江大学社会工作专
业的研究生李贾晋泓和周昕悦主动
来到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认知症专
区实习，除了每天带领老人进行跳操
等干预训练，还在端午节时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设计新颖的猜字游戏，增
加康复训练的趣味。

“我对照顾认知症老年人有了
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会继续这方面
的研究，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认
知症老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周

昕悦说。
通过调查采访，记者发现，当下

人们对于养老服务专业有了更加立
体的认识，不再是简单地把养老服务
和护理员划上等号。

43.24%的受访者认为，高学历
人才在毕业后应该从事养老服务行
业的管理及科研创新工作。

仅有 20%的人认为这类人才应
该从事一线护理岗位。“是不是有点
大材小用了？”来自杭州的陈平文阿
姨在采访中直言。

此外，有 75.68%的受访者认为，
目前全社会对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
人才的培养重视程度一般，应该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据《浙江老年报》徐雨阳）

此次调查显示，希望由高学历养
老人才提供养老服务的受访者占比
为 72.97%，其中 55岁以上人群占比
75%，在本身学历是本科及以上的人
群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0%。与此
同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高学历
养老人才具有见识多学识高、专业知
识更深入、更加了解先进养老技术和
养老服务理念的优势。

“我爸妈这代人无论生活水平
和受教育水平都提升了很多，对晚
年生活自然比上一辈有更高的要
求，大学生来做养老服务，不仅能照
顾基础的生活，还可以交流新鲜知
识，满足老人家精神世界的需求。”
家住杭州市拱墅区的张女士表示，
十分希望养老机构聘用高学历养老
人才来照顾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有 48.15%的受
访者表示，虽然欢迎，但有所顾虑。

“理论知识难落地”和“服务费用过
高”是两大主要原因，分别占85.71%
和71.43%。

“照顾老年人最重要的是耐心
和爱心。高学历的大学生、研究生
到一线岗位可能心态上一时转变不
过来，学到的都是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反而无法
胜任工作。”89岁的傅震华和爱人李
植芬都是毕业于原杭州大学的老一
代知识分子，老两口认为，比起学
历，一线护理人员更重要的是踏实
负责有耐心。

除此之外，“听不懂方言”“学历
高沟通难”和“不够热情亲切”也成为
很多老年朋友心存犹豫的原因。

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管理专业近100名本科生迎来毕业

毕业就被“抢”老人喜且忧

老年人喜忧参半：
技能不落地 服务费用高 年轻人：

愿用朝阳托夕阳 普遍看好养老服务行业

今年6月，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管理专业近100名本科生迎来毕业。这批高学历养老服务人才吸引了业

界关注，就业双选会开展得如火如荼，甚至出现4个岗位“抢”1名毕业生的情况。

作为最直接的“甲方”，老年朋友对高学历养老人才有哪些期待和顾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年轻一代对

养老服务行业的看法是否有所转变？近日，记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街头采访老中青三代百余人。调查发现，近

五成老年人对此喜忧参半；年轻人普遍认为养老服务行业充满机遇，近六成受访年轻人表示，有意愿就读或

从事相关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