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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护士”
与患者走得更近

珠海拱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佳医优护”护理站王元超：

“江奶奶，我们来了！”当天下午4点，记者与

王元超一行准时到达珠海夏湾，八旬老人江奶

奶笑盈盈地起身迎接。

“江奶奶慢点，我们自己来，您坐，听您女儿

说，您前些天因摔跤而住院检查，现在情况怎么

样了？”王元超扶着江奶奶柔声问道。

“住院检查了一周，医生说没有大碍，我就赶

紧让女儿办出院回来了。”江奶奶说，她特别不喜

欢呆在医院，现在有了家庭“网约护士”上门服务，

对她的身心都有好处，儿女也可以安心上班，不

用老请假往医院跑，一举两得。

上门后，王元超为江奶奶检查身体状况，及

时查看她的药是否按时服用，以及是否需要补

充药品。她发现江奶奶的降血压药只剩3日的

服用量，立刻安排送药上门的时间。当得知江

奶奶因中药冲剂太苦未服用时，她耐心劝道：

“江奶奶，良药苦口，吃了药才能好得快一些。”

王元超表示，需要家庭“网约护士”上门服务

的以老年人居多，他们往往最缺乏陪伴和关爱。“网

约护士”比一般护士与患者走得更近，通常也把彼

此当成家人。在尽其所能降低患者生理痛苦的同

时，也要注重关爱和呵护他们的心理健康。

该站另一名专职“网约护士”朱飞霞也深有同

感，她拿出手机里与被护理对象的合影，对记者说：

“因为自己的付出，让患者病痛有所减少甚至康复

时，患者就会把我当成家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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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3人

5月8日，国际护士节前夕，国家卫健委在北京召开例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全国护理工作发展情况。

据介绍，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400万，

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近50%，每千人口护士数达到3人。这其

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近70%，护士专业素质和专科护

理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此外，护理服务不断改善，护理专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优质护理服务全覆盖，护理质量持续改进，护理服务明显改善，

专业技术水平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护理院(站)、康复医院等不断完善。截至2018

年底，全国护理院(站)近800余个，康复医院800余个。老年护

理从业人员队伍壮大，医疗护理员培训制度正在建立，老年护

理服务逐渐由机构内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得到快速发展。

护理服务模式近年来也不断创新，服务更加多元化。随着

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技术等与护理领域的深度融合，智慧护

理、“互联网+护理服务”等新型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护理服务

供给增加，护理服务更加专业、便捷、多元化，精准对接群众多

样化、差异化健康需求。

据了解，国家卫健委下一步将从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加快

发展护理服务业、加强老年护理服务、加大宣传倡导力度四方

面工作入手，加快发展护理服务。

今后，国家卫健委将科学合理配置护士人力，满足临床工

作需求。要坚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加强护士培训培养，提高

护理服务能力。不断完善护士执业管理制度，拓宽护士职业发

展路径。

在加快发展护理服务业方面，国家卫健委将开展“互联

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规范引导“互联网+护理服务”健康发

展。通过推动护理领域改革与创新，完善相关体制机制，促进

护理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张尼）

5月6日，在珠海拱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佳医优护”护理站办公室，“网约护士”

王元超开始了繁忙的工作——查看当天智慧在线实时健康监测平台上各患者的情

况，打开电脑查看上门服务的预约订单。当她刚结束预约当日慢性病患者的视频问

诊，起身倒杯水的功夫，电脑提醒声与手机震动声同时发出，仔细一看，均来自“家庭

护士出诊”的订单信息提醒。

“网约护士”是如何上门服务的？

有着9年多临床护理经验，上门护理服务1

年多的王元超告诉记者，护理站通过电话、微信

公众号或者网约平台，了解客户相关需求，对病

人的病情及家属意愿的真实性进行现场评估，

告知相关责任信息和身份信息核实登记等措

施，并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按轻重缓急等

订单情况安排上门服务时间。

预约过“网约护士”的江先生表示，他只需打

开“佳医优护”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页面左下方

“家庭护士”一栏，再点击菜单页面中的“家庭护士

出诊”，填写相应的信息、付款等，整个操作过程简

单、清晰、便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节省了沟通地

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的成本，省时又省力。”

当天下午3点30时许，王元超为下午4点的出

诊服务做准备。她收拾好上门服务包，与家庭医

生一同前往患者家中。记者看到，在她的出诊包

里，除了有听诊器、血压仪和医用口罩等护理医疗

工具外，还有一次性鞋套等。她坦言，在上门服务

过程中会遇到服务对象提出的不同要求，比如不

踩脏地板，不穿护士工作服，以及洗眼睛等“奇葩”

要求。“虽然有些要求让人哭笑不得，但我们能做

到的，尽量会去做，不能做到的，只能跟客户好好

沟通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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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方能化解“网约护士”风险

近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网约护士平台，其实质是“互联

网+护理服务”，即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通过“线上申请、线

下服务”的方式，由护士上门为群众提供护理服务。今年1月，

国家卫健委印发《“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地试点“互联网+护理服

务”，对服务提供主体、服务对象、服务项目、相关责任、风险防

控等提出要求，旨在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据4月29日《人民

日报》报道）

“网约护士”是一种新的医护服务方式，对保障老年人健康

无疑能够起到一种促进作用。然而，“网约护士”的出现也存在

着一些风险。必须对“网约护士”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只有这样，才能将风险降至最低程度。

所谓事前监管就是对参与网约服务的护士进行护理前的

监管，不能让一些不具备护理资质的护士上门服务。护士护理

需要专门的技能和医学知识，让一些不具备资质的人员参与护

理，很容易产生民事纠纷。尤其一些“金牌护士”要名副其实，

如果让一些山寨“金牌护士”夹杂其中，护理水准大打折扣，势

必对当前的“网约护士”产生负面影响。

事中监管就是对“网约护士”的护理过程进行监管。“网约

护士”在护理过程中，个人人身安全是否有保障，“网约护士”有

无对护理对象采取一些过激手段，要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管。用

药、药械是否安全，是否存在隐患也是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一些失智失能老人需要的是贴心服务，而在家政服务领域存在

着打骂失智失能老人的情况，这种现象必须杜绝。

事后监管就是对“网约护士”后期的网约服务进行监管。

“网约护士”在护理过程中态度是否耐心和蔼，有无乱收费等，

必须实施有效的监管。让护理对象对“网约护士”的服务进行

打分，对严重失职渎职的“网约护士”进行处理。 （李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