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新区
多举措开展道路货运建设安全专项整治

日前，两江新区管委会以问题为导
向，多举措开展道路货运建设安全行动专
项整治。

下发《重庆两江新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道路交通货运安全
工作的通知》，将全区客运、危货运输、出
租、站场、汽车租赁16家，驾校、水路运
输、航运企业7家，船舶、客运渡口等公共
道路运输经营业户964户全部纳入监管；
出动道路交通检查人员65人次，走访抽
查货运企业28家次，排查整改一般隐患
127个；出动执法人员2700余人，检查执
法车辆540余驾次，查处货车车辆案件
1073件；实施了建设施工建安1号行动，
检查项目116个，简易处罚25起；制定
《2021年两江新区建设安全突出违法行
为集中执法行动方案》，对全区572个在

监项目进行了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监管执
法督导，区安委会组建了3个督查组督导
检查建设、道路交通等行业3次，督查发
现整改问题隐患20余项。

重庆高新区
精准施策确保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精准分
析，科学施治，稳步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

高新区管委会针对辖区高层建筑消
防安全总体形势进行研判分析后，挂牌强
化物流园、闲置厂房出租，三合一场所，可
燃雨棚、突出外墙防护网整治，用电用气
专项整治，油气类安全治理；针对交通事
故多发路段安全隐患实施挂牌整治事项
会商，如针对《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道
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关于对国道G212白

彭路道路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安全隐患实
施挂牌整治的函》，进一步梳理白彭路事
故多发路段安全隐患点，逐一落实整治责
任单位及完成时限，根据“中央隔离设施
缺失”，决定“增设中央物理隔离”，由城建
中心牵头在5月30日前完成；针对“立体
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决定“增设立体人行
过街设施”，由城建中心牵头在6月15日
前完成；针对“人行道护栏缺失”，决定“增
设人流密集区人行道护栏”，由城建中心
牵头在5月15日前完成；针对“道路交通
标线模糊”，决定“更新施划道路标志、标
线”，由城建中心牵头在5月15日前完成
等12项重点任务全部落实到单位。

永川区
安全生产考核不合格不予提拔重用

永川区近日出台了《永川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特别规定（试行）》的通知，要求
对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为不合格的单位一
年内不予提拔重用。

规定明确要求，在考察新任干部人选
时，要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评价范
围。对表现优秀的安监干部同等条件下
优先使用，对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为不合格
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由
区纪委监委和区委组织部实施约谈，并在
一年内不予提拔重用；以区委、区政府名
义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要审核其
安全工作的履职情况，牵头部门应征求应
急管理部门意见，对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
合格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评优评先。

规定提出，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安全监管实行应急部门综合监管，行业
主管部门属市监管、镇街园区属地监管；
镇街、园区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监办）由
行政主要负责人直接分管，并明确1名

副职协助具体分管；区级安全监管重点
部门要完善安全应急管理机构设置，负
责行业安全应急管理工作，其他区级行
业主管部门要在内设科室中明确1个科
室负责安全应急工作；镇街、园区（含区
新城建管委）要设立专门的应急管理机
构，街道办事处、较大镇和产业促进中心
安全监管人员配备不少于7名，其他镇
和区新城建管委安全监管人员配备不少
于5名，所配人员要政治素质高、业务能
力强、工作作风扎实，要从优待安，保持
安监人员相对稳定。

王慧 蔡思然 康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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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力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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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
室发出通知要求，要对照检查梳理本地区
在扑救森林火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
足，特别是近两年已经发生了森林火灾的
区县，更要认真总结经验，汲取火灾教训，
举一反三，搞好警示宣传教育。

各区县要结合实际情况，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采取针对性的预

防措施，抓实抓细清明节、“五一节”期间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确保全市在此期
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出问题，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

据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年初研判，今年入春以来，我市气温回升
迅速、降水明显减少，2月全市月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和去年同期分别显著偏高

3.1℃、2.3℃，其中有17个区县平均气温
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全市
平均降水量较去年同期偏少两成；全市平
均日照时数较常年同期和去年同期分别
显著偏多1.3倍和1.6倍，其中25个区县
日照时数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
多；2月市应急局指挥中心接到森林火警
信息报告147起，全市发生5起森林火

灾，过火面积约174亩。
受天气条件影响，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预计3-4月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可能偏高0.4℃，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去
年同期偏少三成，全市平均日照时数为
85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多一成。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缓解，春耕生产、企业复工，
农事用火、生活用火明显增加，群众进山

旅游踏青人员激增，森林草原防灭火形
势依然严峻。

各区县、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采取统分结合，同步开
展的方式，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各项政策措
施要做到精细落实，坚决防止“屡屡重蹈覆
辙”，确保全市森林草原防火形势稳定。

苏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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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老龄化社会和住院患者
对护工的需求不断增加，一边是门槛
低形成的护工素质普遍不高——

请个好护工
真的有点难

□本报记者 李珩

夏玲（化名）一下懵了：母亲半夜上厕所
摔了一跤，大腿骨折，要住院治疗。夏玲怀二
胎5个月，老大才3岁多。3月25日凌晨3
点，站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走廊，她和丈夫面
面相觑：谁来照顾骨折的母亲？

“一患一陪护”为需求扩大添把火

36岁的夏玲是销售主管，丈夫是设计师，
两人几乎是早出晚归。平日里，买菜做饭、洗
衣服是母亲一手承包的；父亲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只能替她接送孩子。

母亲这一摔，家里全乱套了。夏玲和丈
夫都是独生子女，“80后”，上有老下有小。为
母亲请一位护工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有同样需求的，还有不少“60 后”“70
后”，他们身处职场，都分身乏术。

除了没时间，“一患一陪护”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更让一些患者家属的“倒班式
看护”无法进行，只得请护工。

重医附一院1号楼，门口设有3个道闸，
访客需要刷脸或凭住院腕带进入。3月26日
11点多，七八名提着饭盒的家属已等候在此。

“进不去，只有等护工出来拿饭。”70岁的
陈大爷举了举手中的饭盒。受疫情影响，目
前重庆各家医院严格执行防控要求：一个病
患只能固定一位陪护人员，且要有核酸检测
证明。

这为护工需求扩大添了一把火。国家卫
生健康委发布的《2020年1-11月全国医疗
服务情况》显示，2020年1-11月，全国公立
医院出院人数约1.3亿人，保守估计，有护理
需求的患者达10%左右。

重医附一院1号楼，乐陪护服务中心位
于大厅右侧。“我想请个护工，请得到不？”一
大爷前来咨询。大爷的老伴因脑梗入院，为
了不给女儿增加负担，他想请个护工。

“一般来说，护工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公
司实行统一价格管理，陪护标准不同，价格也
不同，‘一对一’陪护价格最高，一天240元。”
工作人员向大爷介绍道。

据了解，就价格来说，产科护工最贵。剖
腹产产妇及婴儿照护为600元/天，其他科室
在150-240元不等；三甲医院价格高于二级
医院；“一对一”陪护比“一对多”贵。

受疫情影响，多数医院要求护工“一对
一”陪护。

“春节后，手术量逐渐上升，对护工需求
量进一步上升。”为该院提供护工服务的天杰
后勤管理有限公司副总李雪松说，目前该公
司约有1800名护工，分布在各家医院，每天
要照顾2300-2500名患者。

多数护工年龄偏大、文化偏低

在患者无意识地呻吟中，陈渝蓉几乎一
夜未眠。3月19日早上6点，她起床后将冷
水泼在脸上，让脑子能清醒一些。

陈渝蓉今年60岁，在重医附一院骨科当
护工。干了十多年，近两年她觉得身体明显
不如以前。

“我们也想招年轻人，可护理病人的工作
又苦又累，年轻人不愿干呀！”李雪松坦言。

“我们公司多数护工的年龄集中在45—
55岁，60岁以上的护工也不在少数。”李雪松
说，来自农村的较多，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国内一项调查显示，学历为初中及以下
的护工占88.7%，来自农村的占53.7%。成员
构成复杂，做护工之前职业分布中，务农比例
最高，占48.5%，企业职工占10.5%，个体经商
占6.1%，其他占34.9%。

“重庆的情形也差不多，来自农村的占比
可能更高。”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
长蒲川说。

在我国，护工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随
着住院患者对陪护需求不断增加，单纯依靠
医疗机构增加护士数量，已无法满足患者日
益增加的陪护、生活照料需求，因此护工行业
逐渐出现。但由于我国没有出台统一的护工
准入标准，因此进入该行业门槛低。

“正因为门槛低，导致护工素质普遍不
高。”重医附属永川医院护理部主任程绪容
说，看护患者是专业性相对较强的工作，如果
护工文化层次较低，其接受相关专业知识能
力差，会导致培训难度增大且效果不明显。

专业性遭质疑，持证上岗比例不高

记者走访时发现，更多病患及家属质疑
护工的专业性问题。

“入院前还好好的，双脚竟然被烫伤，不
知道怎么搞的？”说起去年底在一家三甲医院
的经历，杨强（化名）气愤不已。

他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称：“老人入院
时可步行入院，在办理入院情况记录时明确
告知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病史。因护工
缺乏专业护理经验和知识，不知道糖尿病患
者四肢对于温度的察觉较弱且不能浸泡热
水，当晚用高温热水浸泡双脚长达十余分
钟。直到第二天早上医生巡房才发现，老人
双脚轻二度烫伤。”

这种情况也并非个例，虽然护工公司一
般买了商业保险进行赔付，但如果是散工，可
能就面临赔偿问题。这说明护工目前
的专业性，离医院和患者家属的要求
还较远。

记者调查发现，相当部分护工是
“速成”，仅培训一两天即上岗，有的甚
至没接受过任何培训。

“起初是经人介绍入行的，后来边
看边学，慢慢积累了一些陪护经验。”在
市人民医院当护工的林阿姨告诉记者。

虽然我国早在2009年就已推广卫
生行业护理员（护工）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但在我市持证上岗的护工比例却不
高。

一项调查显示，护工岗前培训并不理想，
未参加任何岗前培训的占52.4%。普遍来
说，护工对医院感染知识比较缺乏，平均知晓
率为 43.8%,医疗废物正确处置知晓率为
70.8%，知道接触血液、体液要戴手套的为
43.1%，对针刺伤的正确处理知晓率为
27.8%。

重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赵庆华认为，我
国没有具体政府部门负责管理护工行业、制
定行业准入标准，这也导致护工工作界定难
以明确。

业内人士透露，以患者鼻饲为例，操作地
点如果在家里，操作对象是患者家属或保姆
即可；如果在医院，原则上应由护士完成这项
工作，而实际情况是，很多护工都曾为患者进
行过相关操作。由于没有相关行业规范标
准，管理人员无法准确判断护工的工作是否
合理。

护工由“散兵游勇”向“正规军”发展

“散兵游勇”是记者在查阅护工这一行业
的资料时，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重医
附一院护理部主任赵庆华说，近年来，由于老
龄化进程加快、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发生变
化等因素，社会对护工需求量快速攀升，也促
使其逐渐向“正规军”发展。

上工前，护工熊菊英将碎发捋到了耳后，
蓝绿碎花的工作服衬得她很精神。熊菊英当
护工已经8年，初入行时，“业务”要么是通过
其他护工介绍，要么通过中介，中介会抽10%
佣金。如今，公司会派活给她，每个月收入五
六千元，比散工更有保障。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重医附一院、重医附
二院、九龙坡区中医院、黔江中心医院等许多
医院的护工皆是由护工公司统一管理并提供
服务，散工渐成少数。通常来说，护工公司会
付给医院一定的管理费，医院同意护工公司
入驻医院，为患者提供服务，双方责权明确。
医院不强制患者方从特定渠道雇佣护工，护
工费也由患者方与护工方直接结算，与医院

没有直接关系。
据某护工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实行统

一管理，陪护收费标准由每天120元到240
元不等，还购买了雇主责任险、职业责任险，
一旦出现事故，则由保险公司赔付。

赵庆华告诉记者，医院虽然不直接参与
患者与护工之间的服务交易，但对陪护企业
有一定的约束，如上岗护工着装规范化，进行
院感指导、护理指导等。李雪松认为，医院后
勤服务社会化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陪护企
业进驻医院，对于医院、患者、陪护企业来说
是“三赢”。

“金溪护工”成为扶贫品牌

“这个工作要照顾患者起居，洗脸擦背，
处理大小便，后来干的年头久了，我还学会了
为患者吸痰、换药敷药、康复按摩等比较专业
的护理工作。”陈渝蓉说，这份职业虽辛苦，但
收入还是不错，一个月基本上有6000多元，
活多的时候有1万多元，所以还是挺满足。

不过，她身边也有不少人不干了，“毕竟
护工还是累，年龄大了就干不动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护工流失率约在
30%，春节假期或是农忙时，流失率会更高。

怎么办？黔江区的“金溪护工”或许能给
我们答案。

前几天，44岁的喻登会在金溪镇卫生院
做了核酸检测，春节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她
准备回黔江区中心医院上班。作为五星级

“金溪护工”，她很是抢手。
“我现在一个月能拿4000多元。”喻登会

曾是建卡贫困户，两个孩子要读书，仅靠丈夫
打零工，日子过得很拮据。在黔江当护工后，
喻登会家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孩子的学费、
生活费都有了保障，丈夫也没以前那么辛苦，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喻登会说。

“相对来说，我们公司护工的队伍比较稳
定。”重庆健之情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人
兼执行董事田维仙说，因为“金溪护工”从成

立之初就与扶贫紧密相连，在市卫生健康委
扶贫集团的帮助下，他们将农村剩余劳动力
培训为专业护工，并推荐到各大医院上岗。
这些人多是贫困户，有脱贫的内在动力。

据田维仙介绍，“金溪护工”上岗前要在
黔江华光学校培训12天，经考核合格后再到
临床以“老带新”的模式实习，实习后通过考
核才能持证上岗。

如今，该公司已培训212名护工，在重医
附二院、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市十三人民医
院、黔江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上岗，成为重庆
响当当的扶贫品牌。

专家建议将护工纳入职业范畴

“因护士配比不足，促使民间自发形成护
工这一盈利性行业。”蒲川说，在我国，护工这
一职业尚未明确是否属于正规职业范畴，是
介于家政保姆与医院护士之间的临时辅助性
勤务人员，所以相关部门应首先将护工纳入
职业范畴。

他建议，医院与护工公司在明确权责的
前提下，由专业医护人员对护工进行业务培
训和给予实习机会，并进行严格监管。

事实上，护工行业发展受到多方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
任朱同玉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医院（护理
部）仅对护工公司开展管理和评价，缺乏对护
工的工作过程进行实时有效的监督和指导。

朱同玉建议，应根据护工的实际情况，在
理论培训的同时加强实践培训，可在区域内
选定权威医疗机构与培训机构，共同建立培
训实践基地，为护工专业化培训和实践提供
场景与操作机会。除此之外，朱同玉还建议
加强护工分级管理、护工日常监督，并建立护
工公司的质量考评体系。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卓则认
为，可以考虑将护工作为一种专业纳入职业
教育中，以培养专业化队伍，吸引更多年轻人
投身其中，使该群体后继有人。

漫画/乔宇

大足区铁山镇敬老院，护工正在帮助失
能老人散步。（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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