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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孕妇、残障人士、独居人群

等，往往面临着独自就医的诸多不便。陪

诊服务应运而生，提供挂号、取号、领取药

品和检查报告等服务。当前，职业陪诊行

业发展如何？是否能够真正惠及需要帮

助的人群？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仍待

规范？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有市民询问：2023年太仓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官方数据如何查询？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回复：2023年太仓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2639元。登
录中国太仓门户网站（www.taicang.gov.
cn），点击“政府信息公开”—“重点领域信息
公开”—“统计数据”栏目，即可查询相关数
据。

2023年太仓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少？

有沙溪镇居民反映：南院路与新北路交
界处小区内，有人私装地锁，占道路车位，能
否拆除？

沙溪镇工作人员回复：该小区为无物管
小区，内部道路车位先到先停。社区工作人
员已现场查看，并联系到安装地锁住户，住
户现在出差在外，答应回来后拆除。目前地
锁处未锁状态，车位可正常使用。

私装地锁能否拆除？

有浮桥镇居民询问：静江佳苑项目进展
如何？什么时候可以交付？

浮桥镇工作人员回复：静江佳苑项目于
2023年已完成各项验收，现处于移交阶段。

浮桥镇静江佳苑什么时候能交付？

有市民反映：陆渡街道小桥路靠近G15
的路段，受渣土车碾压加上前一阵多雨，破
损较严重，电瓶车行驶很不方便，能否进行
修缮？

陆渡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经现场查看，
该路段确有坑洼，主要因G15施工渣土车行
驶造成，已经联系项目部安排挖机进行坑洼
修缮、道路压平，目前已完成修缮。

路面破损能否修缮？

有市民反映：每逢雨天，市实验小学高
新区校区送学车特别堵，影响交通。经了
解，不少家长因担心孩子被雨淋，不愿将车
停放到市民公园车库。为让更多家长把车
停到车库，能否在车库现有的人行道出口，
沿学校围墙建一段遮雨廊？

娄东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经咨询市教育
局、娄东街道项目办等部门，该处暂无增设
雨棚计划。

能否设雨棚缓解交通拥堵？

广告

□本报见习记者 黄凤媛 文/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长跑
队伍，刚刚落幕的环金鸡湖半马就有3
万多人报名参加。

长跑，作为一项有氧运动，有诸多
益处。相比其他日常地面有氧运动，长
跑消耗的卡路里量是比较突出的。此
外，长跑还能协调全身各个器官进行良
性运动，锻炼身体的各项机能。

然而人体进行紧张激烈的运动时，
体内代谢速率加快，心肌做功增加，需
氧量增加，容易出现心肌缺血缺氧，若
缺血缺氧的状态持续，就可能导致心脏
骤停，从而使运动者发生猝死。因此，

把握运动的度十分重要：
（1）按时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
及时发现心血管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听从医嘱。长跑距离的提升不能急
于求成，要进行长时间循序渐进的训
练。

（2）以良好的身体状态参加长跑运
动

若长跑前身体感到不适，比如感冒
发烧，要以安全为上，果断放弃。同时
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切忌熬夜。

（3）“极点”的跨越不能急于求成
很多人在长跑过程中都会出现运

动“极点”，即身体很难受，心跳和呼吸
加快，感到肌肉无力，意识中会出现放
弃的念头。这种状况往往在跑到半程
时出现，不少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这
种处理方式很不安全，建议适当放慢速
度，减轻身体的负担，等到身体适应后
再决定是否加快速度。

（4）重视身体“危险信号”
猝死发生前，人体生理会出现一些

危险信号。跑友在长跑过程中心跳加
速很正常，但出现心慌就要引起高度重
视了。如果继续出现心脏一侧的胸部
发闷、疼痛，并伴有手指发麻，说明危险

升级，必须缓慢减速。如出现浑身无
力，脸上冒出如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甚
至晕厥等情况，说明病情非常严重，必
须紧急抢救。

（5）合理分配体力
合理分配全程体力，切忌一时兴起

就在出发和冲刺时用力过猛。根据有
关数据显示，最容易发生心脏骤停的跑
步速度是每小时9~12公里，其中52%
的悲剧发生在最后10公里的冲刺阶
段。另外，长跑完后不要马上停步，应
小步慢跑逐步停止，然后进行全身放松
活动。 （来源：苏州疾控）

陪诊服务渐热
行业发展仍待规范

参与这项运动，这些事情一定要注意！
有市民询问：大庆锦绣新城小区南门外

的滨河新路停车位如何收费？
市城发集团工作人员回复：滨河新路

停车点收费标准为半小时以内免费，1小时
以内5元/辆，超过半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
时计算；1小时以外，每增加半小时加收2
元/辆，不足半小时的按半小时计算，24小
时内最高收费40元。收费时段为 7:00~
21:00。

这条路停车如何收费？

“陪诊过程中如果发生一些紧
急情况，如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摔
倒受伤等，陪诊员能够应对吗？”一
位咨询陪诊服务的市民提出了这
样一个问题。

“陪诊服务的规范性，包括陪
诊的范围、收费标准，以及在陪诊
过程中的一些法律风险的界定还
有待进一步加强。”孙陈表示，德颐
善正处于陪诊服务的初期探索中，
价格方面也未明确。她介绍，虽然
目前陪诊服务的市场正在逐渐壮
大，但是在太仓，陪诊服务的普及
度仍然不高，收费随意、边界不明、
监管缺位等现象也客观存在。由

于陪诊员尚未进入《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目前，市场上有的陪诊员缺
乏医学知识和就医常识，有的陪诊员
职业道德缺失，乱收费，当“医托”。

陪诊员的工作内容繁琐且多
元化。邓三妹告诉记者，作为陪诊
员，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提前了
解不同医院、科室以及医生的专
长，高效地安排预约诊疗并合理分
配时间，以及协助患者快速且准确
地向医生描述病情等。

目前，陪诊行业面临着专业人
才匮乏的困境。由于陪诊服务涉
及医疗知识和人际交往等多方面
能力，对从业者的要求较高，但目

前市场上合格的陪诊员数量有限，
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
行业标准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也
会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随着社会对医疗健康服务的
不断关注和需求的日益增长，陪诊
行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同时，科技
的进步为陪诊服务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如智能导诊等功能的开
发，将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和
效率。为补齐短板，推动陪诊行业
的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对从业人员
的培训和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专业
水平，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监管机
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患者权益。

“在陪诊过程中，我们不仅是
患者的向导，更是他们的朋友和家
人。”邓三妹表示。

医院诊疗服务的智能化、电
子化水平日益提升，为老年人独
自就医带来了挑战。与此同时，
老年人的健康意识提高，对陪诊
等健康服务的需求愈发强烈。相
对于医院的导诊和志愿者，“陪
伴”赋予了陪诊员这个职业更多
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老人生病时都会有“怕麻
烦”的想法，据陆渡街道福利院工
作人员居彩红反映，大部分老人遇
到轻微不适的情况，会选择忍一

忍，无法忍受时，老人也会首选自
己去医院，不愿麻烦子女、亲人。

几天前，启晨陪诊团队接到了
高龄老人钱兴龙的求助电话。钱
兴龙表示，临近复诊，子女上了年
纪，孙辈们工作忙，他又不想一个
人去医院面对繁琐的就医流程，便
委托启晨陪诊。了解情况后，启晨
工作人员立即委派陪诊员，帮助他
完成了复诊。

如今，陪诊已不再是简单的
“跑腿”服务，更多地承载了情感关
怀和人性温暖。许多患者及其家
属对陪诊服务的评价，也愈加集中
在他们提供的情绪、陪伴价值上。

“身为子女，有时候无法陪伴家
人去看病也是无奈。”市民郁君瑶曾
经为自己的长辈下单过陪诊服务，

“除了能够保证老人就医的便捷和
顺畅，我更在意的是陪诊中是否能
够带来‘陪伴’的感觉，让他们看病
时不那么孤单无助。”

“陪诊服务还可以帮助患者节
省费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
保险、长期护理险等，怎么报销最
合理，也是一门学问。”孙陈告诉记
者，随着服务的深入和患者需求的
多样化，陪诊服务逐渐发展成为集
情感支持、费用优化和专业指导于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老年人就医，陪诊是“刚需”
不止是“跑腿”，陪伴更重要

发展前景广，短板待补齐

近日，住在陆渡街道福利院内的梁洪
生，在德颐善社工邓三妹的陪伴下，顺利完
成了一次身体复查。

梁洪生今年84岁，患有高血压、心脏
病、糖尿病，需要定期复查。目前，梁洪生
的就诊复查都由邓三妹陪伴完成。

每到复查当日，邓三妹会提前来到梁
洪生住处，准备好梁洪生以往的病历、检查
报告、药品单等资料。到医院后，她独自完
成挂号、取号等流程，并耐心陪同梁洪生等
待就诊。在就诊过程中，她细心记录药品
服用事项，并将医生的嘱托告知福利院的
护理员。

全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
人，特别是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困难老人
等群体，看病成了难题。陪诊服务的出现，
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看病信息不对称、精力
不对称等问题。

近日，苏州启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联合市中医医院开展“相伴医路”特
色服务，打通患者就医的堵点痛点难点，将
医院高质量发展融入日常陪诊服务中，让

“急难愁盼”变“满意答卷”。
在市中医医院挂号大厅，记者看到了

“相伴医路”项目所设立的线下“陪诊服务”
咨询台。咨询台处，志愿者们不时接待着
前来咨询的市民。这些志愿者对医院的科
室分布和就诊流程了如指掌，他们扮演着

“临时家人”的角色，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
务，如陪伴检查、取药等。

“目前，德颐善的陪诊服务主要针对老
年群体，但是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孕
产妇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群等，在陪诊方面
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下一步我们想把陪
诊的服务范围进一步延展。”苏州德颐善金
仓养老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陈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