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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院，就要子女来照顾，看着他们
耽误工作，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
心里总过意不去。”今年65岁的陈阿姨，常
年受呼吸疾病困扰，住院对她来说和忍受
病痛一样难受。但是今年初以来，两次住
院都能享受到家人般的“无陪护”护理服
务，这让他们一家人称赞不已。

一人住院，全家受累，曾是许多家庭
的真实写照。为了破解家属陪护难题，
2022年7月，《漳州市“无陪护”病房试点
工作方案》（下文简称《方案》）发布，正式
启动漳州市“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中
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09医院
（下称：第909医院）率先在中医康复科和
呼吸内科开展“无陪护”病房，接受这项
服务的出院患者满意度高达99%，成为该
院优质医疗服务的一张闪亮名片。

漳州：“无陪护”精准发力 破解家属陪护难题

端午节护士及护理员为患者送上粽子

与护工一对一陪护患者不同，
“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基本是一对
多的护理模式。能否忙得过来，能否
照顾好每一位患者，这也成了很多患
者和家属关心的问题。

苏小英告诉记者，以呼吸内科为
例，虽然两层楼仅配备 8 位护理员，
但并不是只有这 8 个人照顾患者。
医生、护士、护理员是一个团队，为住
院患者实行医护一体化整体护理服
务模式，相互配合照护患者。

“护理员就是我们看护患者的另
外一双眼睛。”呼吸内科主任陈刘通
说，患者除了生活能够得到悉心的照
顾外，在遇到危急情况时，如：吃饭呛
到、身体不适等，护理员也都能及时
发现并报告，同时医院也出台优先预
约检查等政策，保障患者在整个住院
过程都能得到专业、便捷的照护。

在患者最关心的收费上，医院开
展“无陪护”病房整体护理按住院患
者自理能力实施按床日分档收费，
市、县级各有三个档次（市级分别为
90 元/床日、144 元/床日、207 元/床
日，县级分别为 80 元/床日、130 元/
床日、186 元/床日），并按照住院时
长分段计费：实际住院床日≤15天的
按规定标准收取，16天≤实际住院床
日≤30天按收费标准的95%收取，实
际住院床日>30 天按收费标准的
90%收取。收费标准的30%由参保人
个人先行自付后，剩余的70%按规定

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围。此外，一
级、二级、三级护理，吸痰护理，动静
脉置管护理，一般专项护理费，机械
辅助排痰等原本需要收费的项目也
不再另行收费。而在此前，患者请护
工的费用，市场价一天就达220元甚
至更高。

陈刘通总结道，“无陪护”病房的
出现是多方共赢的好事。

具体来说：对患者而言，“无陪
护”病房能够创造一个整洁安静的休
息环境，住院期间有专业的生活照
护，利于患者康复；对家属而言，“无
陪护”病房破解了“一人住院，全家受
累”的难题，可以节省陪护时间，缓解
精神压力，还减少了请护工的开支；
对医院而言，“无陪护”病房可以改变
以往陪护乱象，重塑病房秩序，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有利于患者规范化
治疗，大大提升了病人的救治效果。

目前，漳州市“无陪护”病房试点
范围已扩大到全市三级医院和二级
公立医院的60个病区。

（廖小勇 吴超 黄艺婷 孙建东）

所谓“无陪护”病房，是指
由接受专业培训的医疗护理员
为住院患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
的生活照护服务，实现无家属
陪护或陪而不护。也就是说，
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由懂专
业、懂技术的护理团队来完成，
不需要家属陪护。无论病情观
察、治疗处置、心理护理、健康
教育、生活照护、快速康复包括
营养用餐都由专业、专科的人
来提供，让家人放心、患者舒
心。

“无陪护”病房的出现，让很
多像陈阿姨儿子蔡先生这样的
双职工家庭终于能“缓口气”。

“一开始我们也持有些许怀
疑的态度。”蔡先生说，“但几天
后，我看到护理员帮妈妈擦身
子、洗头发，照顾得非常周到，比
我们自己更精心，为此担心也就
变成了放心。”

呼吸内科护士长苏小英对
记者说，家属的担心是正常的。
以前，家属自主聘请的护工不但
陪护费用高，专业性和责任感也

很难得到保障。因此，起初很多
患者及家属对“无陪护”病房是
不认可、抵触的，我们在宣传、解
释方面也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
精力。

苏小英介绍，中医康复科
作为试点病房之前就已开展

“一对多”的整体护理，因而护
理模式的转变、护理员培训、
患者和家属的接受和认可程
度 都 是 有 了 一 定 的 基 础 铺
设。而在呼吸内科，有中老年
的慢性病患者居多、季节性发
病、住院时间短等特点，这些
情况相对来说，较难开展“无
陪护”病房。

走进试点病区，一片安静而
有序的氛围扑面而来，没有家属
的嘈杂与忙碌，取而代之的是专
业的护理团队。

记者看到，在呼吸内科和中
医康复科的住院大楼的进出口、
电梯间等地方，粘贴和循环播放
着“无陪护”的相关政策解读，让
市民一目了然。

苏小英表示，随着工作的逐
步推进，医生+护士+护理员一体
化查房，全面、全程、连续为患者
服务的模式，也让“无陪护”病房

从患者质疑到逐渐接受，到
现在的信任、放心。

正如中医康复科的李阿
姨分享自己在“无陪护”病房
的感受：“照顾得都很周到、
很贴心，住在这里很放心。
每天从早到晚，从刷牙、洗
脸、梳头、清洁身体，到吃饭、
吃药、翻身，护理员都照顾得
很周到。只要我按一下病床
旁边的按钮，护理员的手环
就会收到信号，他们就会立
刻过来帮忙。”

第 909 医院护理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无陪护”病房上岗的护工采取
医院和第三方陪护公司双重管理模
式，上岗的护理员均需通过系统学

习、入科考核、结合临床工作性质的
岗前培训，取得上岗合格证且各项考
核达标后方可上岗。

为提高护理员团队的专业护理
能力，护理部定期举办培训活动，并
在实践中指导、检查、纠偏，提升护理
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同时建
立考评机制，通过打分、满意度测评
等方式对护理员的工作质量进行监
管和评估，确保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呼吸内科的护理员张阿姨说，
“之前我在别的医院做护工，经常遇
到换科室陪护，现在固定在‘无陪护’
病房服务后，对每位患者治疗后的恢
复情况、饮食起居，我都心中有数。
除了照顾患者日常起居和协助康复
训练外，通过与患者沟通、心理开导，
患者也渐渐地把我当成家人来看
待。为了更好地与患者沟通交流，我
还学会了一些常用闽南语。”护理员
的专业化可以让护士回归本位工作，
腾出更多精力专注患者治疗与恢复
情况。医生、护士、护理员各司其职，
病房内秩序井然。

全面全程服务模式
让患者从担心到放心

回应社会关心问题
“无陪护”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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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训+严格监管
让患者得到最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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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组织护理员专科操作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