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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在你的认知中，什么是养老护理员？有人说，就是居家照顾老人的保姆；也有人说，是

老人病床前的护工。

从专业角度讲，护理员既不是保姆，也不是护工，他们是为特定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及

简单基础护理的社会人员，他们的工作范围除了日常生活护理外，还可辅助护士从事清洗

消毒、协助病人康复训练等简单的护理活动。

不过，在许多老人眼中，护理员像自己的孩子，是一群“粉衣天使”，尤其是疫情发生

后，很多护理员都忙着工作，顾不上自己的家人，让老人们心疼又感动。

一企业因未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被罚

安徽首次公布欠薪行政处罚案例
本报讯（记者陈华 唐姝）1月 11日，安徽省人社厅公

布 2021 年第四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件及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安徽省宿州市一项目建设方因未落

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被当地人社局给予行政处罚。这

也是安徽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期间，首次公布因

不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给予行政处罚的案例。

2021 年 4 月 20 日，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接到

投诉，反映宿州市萧县龙翔佳苑项目存在拖欠劳动报酬

问题。经查，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项目期间，违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有关规定，未落实用工实名

制管理、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等工资支付

保障制度，项目用工管理混乱，导致农民工工资未按月足

额发放。

2021 年 12 月 18 日，宿州市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依法对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罚款 10万元。同时，中冶天工集团将所拖欠的劳动报酬

全部支付完毕。

安徽省人社厅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徐尚振介绍说，

工程建设领域仍是安徽根治欠薪工作的重点领域，突出

表现为前端拖欠工程款或支付工程款不及时；劳务公司

或“包工头”以追讨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的现象日益增

多，甚至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落实不

到位。

据了解，今年安徽专项行动从严把关，扩大统计口

径，凡未于当期或次期完成工资发放，或企业主动申报可

能出现欠薪的，均列入统计和处置范围。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检查用人单位 9820 户，共发现存在欠薪

隐患的在建工程项目 585 个。对发现的各类欠薪问题，

各地人社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立案 160 件，通过协调

等非立案方式处置 1359件，共为 4.95万名劳动者追发工

资及赔偿金 3.76亿元。

为实施“限时清零”，让被欠薪农民工及时拿到应得

工资过年，安徽省推进落实拖欠农民工工资“两单四制”，

即问题清单、负面清单和交办制、台账制、销号制、通报

制，形成欠薪问题销号的闭环管理。同时启动日报告、周

调度机制，加快欠薪重难点问题调度频次。

安徽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从 2021 年 11 月 1 日开

始一直延续到 2022 年春节前。1月 10 日，安徽省人社厅

组织开展全省人社厅（局）长根治欠薪投诉集中接访活

动，全省共设 146个现场接待点，共接待涉薪投诉 711批，

涉及人数 5189人，协调处置涉案金额 6280.3万元。

徐尚振说：“春节前，安徽省还将开展一次全省集中

接访活动，各地各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将参加当日

接访，直接处理重大敏感来访或者群访问题。”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测核酸，做研判，穿一身防护服……1 月

7 日，在进入新疆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

养老院之前，记者经过了繁杂的手续。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这里的养老院、护理

院一直处于封闭式管理状态。

“从最开始的全封闭，到三班两倒实现两

周休一次，再到四班两倒一周休一次，我们和

老人一起坚持了 700多天。”老年社区办公室

主任刘娜说。

在护理员眼中，老人的体质比较弱，容不

得冒一点险。在疫情第一次暴发时，接到电

话通知的护理员，第一时间全部到岗到位。

“我特别感动，没有人后退。”刘娜说。

一名护理员照顾6位老人

走进护理院大门，隔着口罩都能闻到消

毒水的味道，穿过连接医院和护理院的长廊，

可见一面面红色锦旗、几个辅助的康复器材，

跨过门槛，才能看到一些老人和护理员。在

楼道里，有 12位老人，有坐着轮椅的，有扶着

辅助椅的，有拄着拐棍的，他们安静地或坐或

站，头发花白，佝偻着后背，眼里却透着光。

在护理院中，6位老人住 1个大套间，由 1
名护理员负责照顾。

大套间一进门是两个对着的卫生间，里面

有特殊的设备，防止老人跌倒。套间内有两个

小房间，分别布置着三张可移动的床，并配备

床头柜，外带一个大衣柜、电视、椅子等。

每位老人的床边都放着一个蓝色的记事

板，上面记录着老人日常护理情况、既往病

史、入院时间、请假时间、健康变化等信息。

其中，在日常护理情况中，明确了老人的饮食

情况、个人卫生情况、服药情况、大小便情况、

血压、血糖、体温等，每完成一项就要打钩，有

些还需记录次数，非常详细。

“所有记录放在这里，如果老人有突发状

况，我们能第一时间把信息提供给医生，作为

诊疗参考。”刘娜说。

每天在 8 点吃早饭之前，护理员要照顾

所有老人洗脸、穿衣、上厕所，之后带着老人

到食堂就餐。卧床的老人则由护理员把餐

带到房间；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护理员

喂饭。

之后就是消毒，带着老人运动，进行日常

护理，清洗衣物，安排午餐，陪老人聊天，给老

人按摩，晚餐之后要给老人洗脚、洗脸等。“老

人突发疾病一般都是半夜，所以护理员凌晨

三四点也要查房。”刘娜说。

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的护理院共有

120 个房间、320 张床位，目前住了 157 位老

人。院内 84名护理员，分为 4个班组，每班都

有班长和安全员。

每天班长和安全员都要查房，了解老人

的最新情况，再给组员安排当天的工作细则，

并加强用电、防火等防范意识。

“其实老人特别可爱，就像我自己的爷爷

奶奶一样”，护理员曲艳华在聊起照顾老人的

事情时，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

每周考、每月考、每年考

刘娜说，所谓“老小孩儿”，就是人老了脾

气性格、行为举止越来越像小孩儿，生活能力

也会下降，需要别人给他更多的照顾，而面对

一群患有疾病的“老小孩儿”，护理员的专业

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在护理院里住着不少长期卧床的老人。

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如果不频频翻身，长褥疮

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在护理员曲艳华的记忆中，她曾经照顾

过一位长褥疮的老人。“褥疮不管的话会很严

重，那位奶奶就是长期不处理，创口深可见

骨。”她说。面对这种情况，要先进行简单的

清创，然后给老人敷药，并增加给老人翻身的

频率，防止其他地方再生褥疮。

“我们翻身是有技巧的，不然我一个 50
公斤的人，没法独自给比我重的老人翻身。”

她笑着说，不仅如此，在翻身的时候还要让老

人觉得舒服，不能伤着他。

除此之外，照顾带有鼻饲管的老人，急救

噎食的老人，抢救心脏骤停的老人等，都是护

理员需要掌握的必要常识。

“每周小测试，每月大测试，年底还有综

合考评。”曲艳华说，“掌握了理论知识，实操

起来才能给人说得清楚明白。”

不仅是考试测评，在休息的一周时间里，

有 2 天还要进行专业培训。此外，在养老院

工作的护理员也要掌握一样的技能。

“老人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只有过硬的专

业知识才能照顾好老人。”刘娜说。

人员流失严重

从疫情暴发开始，封闭式管理便成为常

态，也正因为如此，很多护理员都顾不上家

里人。

“我的两个孩子就自己照顾自己，学会了

做饭、自习，很少让我操心”，曲艳华聊起孩子

时，满眼的愧疚和感动，在她奔赴岗位的时

候，11岁的女儿就照顾 10岁的儿子。

“我现在到单位就会失眠两三天”，药房

的宋雪莲已经 60岁了，原本退休的她被返聘

回来，由于长期的封闭式管理，她很少照顾上

高中的女儿，自己也患上了失眠。为了改变

现状，今年她开始接受心理咨询。

护理院的医院以前有 46 个人，配有医

生、康复师、药剂师、护士等，现在只有 8个人

在岗，康复师只剩下 1位。

近两年，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陆续

离 职 了 70 人 ，2021 年 就 有 37 名 护 理 员 离

职。食堂工作人员也从原本的 23人变成了 3
个人，而伙食从原本供应老人的 3 餐变成了

供应老人和护理员的 6餐。

“照顾不了家、没有对象、身体出现状况

等原因，让很多人离开了岗位。”刘娜说，“据

我了解，这些护理员辞职后，从事的都是别的

行业。”

“为什么选择这行？”面对提问，护理员们

回答，“我是被奶奶带大的，和老人在一起很安

心”“我喜欢老人，他们很可爱”“要做一行爱一

行”……在众多的回答中，大家有一样的心愿：

“人总有老的一天，等我老了，我希望能住上比

现在更好的养老院、护理院，那时会觉得自己

今天的坚持没白费”。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 2020
年底，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 18.70%，

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 13.50%。面对人

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未来养老、护老、医老

的护理服务需求将不断加大。

疫情发生后，一些养老院进入封闭管理模式，护理员们也进入特殊工作状态……

“粉衣天使”与老人们在一起的700多天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特约通讯员 罗瑞雄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广州市总工会

收到了一位安顺农民工寄来的感谢信。这封

薄薄的信件背后，是一对来穗谋生活年轻夫

妻沉甸甸的维权历程，是广州市总工会和安

顺市总工会维护农民工利益、依法讨回薪酬

的不懈努力。

老板不结薪，来穗农民工连吃闭门羹

35 岁的阿炜（化名）是贵州安顺人，他和

妻子李女士来广东广州打工已经有好几年

了。2021 年 6 月，他们入职了广州市海珠区

的一家复合厂，准备赚多一点钱回家过年。

按照以往，阿炜和妻子会选择进大一些

的厂子打工，这样工资能够按照约定照常发

放，比较有保障一些。这次之所以选择这家

规模并不大的复合厂，是因为“大厂子很难请

假，小厂子自由一些，家里小孩要是生病了，

也方便回家去看一看”。

正是这样，阿炜和工厂老板达成了口头

协议，约定他的月工资为 1.1 万元，其妻月工

资为 5000元，俩人月工资共为 1.6万元。

殊不知，这份口头协议，为他之后的工作

埋下了不小的隐患。

在阿炜的印象里，自打入职以来，厂子就

没有正式发过一次工资。在公司住了两个月

后，老板以“宿舍要给别人住”为理由让夫妻

俩搬离，他们只得在城中村找月租金三五百

元的房子住下。

更让二人焦虑的是，家中的老人年纪大

了，他们的一对儿女分别上五年级和四年级，

正是要花钱的时候。每个月他们都给家里汇

款约 2000 元，但这都是从积蓄里抠出来的。

照这样下去，钱总有花完的一天！

到了 8月，实在熬不下去的阿炜跟老板借

支了 1万元工资，后又借支了 5000元，这稍微

缓解了他们一家老小的经济压力，也让他们

看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然而 9月时，阿

炜再向老板借支 1万元时，却遭到了拒绝。

一盆冷水浇在了夫妻俩的头上，眼瞅着

家里的开支已负担不起，对工厂彻底心冷的

夫妻俩默默收拾好行李，一声不吭地回了安

顺老家。

回家之后，阿炜给老板多次打电话、发微

信讨要未结清的工资，但收到的答复是“无论

怎样都不会给你钱！”

数次维权失败的他，终维权成功

“我在广州打工，老板拖欠我工资怎么

办？”12 月的一天，阿炜在安顺工会的微信群

里随口问了一句。没想到群里立刻有工作人

员回应：“我可以帮你联系广州市总工会，看

看他们能不能帮忙！”

12 月 16 日，阿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

安顺市驻穗农民工服务站发出求助信息，他

试探性地问了下是否要收取手续费，得到的

回复是，“我们工会一直免费帮助‘打工人’！”

12月 22日，安顺市总工会向广州市总工

会请求协助维权援助。广州市总工会随即委

派了广州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律师免费提

供法律援助。

12月 24日，广州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

陈兰律师和广州工会工作人员，以及劳监部

门工作人员，一起来到位于海珠区的阿炜夫

妻打工的那家工厂进行调解工作。

然而在现场，他们发现，老板也有自己的

一套理由。

陈兰回忆，“老板称，最开始拟定的口头

合同说的是全职工资，但后来赶上广州那一

波疫情，工厂效益不好，阿炜没有规规矩矩地

上班。后来工厂就关闭了”。因此，老板认为

阿炜借支的 1.5 万元已是应支付阿炜夫妻的

全部薪水，不应再另付。

办案经验丰富的陈兰对老板的话表示了

质疑，她当场拉来一名阿炜当时的工友，求证

阿炜的上班时间。工友表示，那段时间工厂

是开着的，阿炜也随传随到，只是因工厂订单

不多，出勤时间约为正常时间的一半。

出其不意的这招让老板无话可说，陈兰

立刻跟老板计算应付给阿炜夫妻的工资。

几个小时之后，阿炜的银行卡账户上收

到了一笔 8000元的汇款。

只读过小学的他，郑重写下这封感谢信

从发出求助信息到讨薪成功，仅仅 8 天

时间。其背后，是广州、安顺两地工会联动协

作的结果，是工会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真实写照。

对广州市总工会帮助维权的结果，阿炜

表示十分认可和感激。他思忖着，怎么样对

工会表示感激之情？陈兰告诉他，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是工会的基本

职责。

阿炜小时候调皮不喜欢上学，书只读到

五六年级，但是此时他萌生了“给工会写一封

感谢信，郑重地表示感激之情”这样质朴而真

诚的想法。

因发自肺腑所以整封信一气呵成，信件

的最后，他写道：“我没想到广州市总工会能

为我们身在省外的农民工积极帮扶维权，更

没想到还能那么快地拿到工资。我感到非常

温暖！在此，我和我家人衷心地感谢广州市

总工会，真诚地祝福广州市总工会领导和同

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寄信的那天，安顺下起了鹅毛大雪，车子

开不去镇上。阿炜等了一天，通车之后立刻

去镇上的邮局，在信封上像小学生一样一笔

一划地认真写下广州市总工会的地址，把这

一封信投进了邮筒里。

安顺的雪停了。阿炜的心暖了。

小酸菜里

腌出“幸福味”

1 月 10 日，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村
村办酸菜厂的工作人员在查看酸菜发酵
情况。

酸菜是东北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美
食。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村组织
村民种植精品蔬菜、建设统一规模大窖，
建起村办酸菜厂。村办酸菜厂生产的酸
菜产品畅销海内外，年产值达 2000 多万
元，同时为全村 12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
岗位。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24名农民工拿到工钱回家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邹明强 通讯员梁军）1月 11日，湖北省

枣阳市人民法院办公楼前，拿到拖欠工资的 24名农民工

代表，将“执法为民一身正气 公正廉洁执法如山”“一心

一意为民办事 依法办案公正严明”的锦旗送到枣阳法院

执行局。

王某某等 24 名当地农民工在枣阳某某硅普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硅普材料公司）打工，累计拖欠工资

达 40 多万元。法院判决后，硅普材料公司没有履行支

付义务。

2021 年 10 月 21 日，王某某等 24 名农民工申请强制

执行。枣阳法院一方面依法向硅普材料公司送达法律文

书，责令其履行义务。另一方面立即组织执行法官对该

公司的资产及债权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在执行法官多方调解下，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负责人李某承诺在 2022年 1月 6日付清。

到期后，该公司承诺的工资款仍未履行，枣阳法院

决定对李某采取强制措施，最终促使李某积极筹款，该

案得以顺利执行。

北京一餐饮企业连续17年

为一线劳动者免费送腊八粥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1 月 10 日，腊八节当天凌晨 3 点，

北京知名餐饮企业旺顺阁的大厨们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一

项“甜蜜的工作”——熬腊八粥。早晨 8 点多，旺顺阁起源店

的店长和员工们走出店门、走上街头，为清洁工、公交司机、

快递员、冬奥志愿者等送上一杯热粥。

据了解，今年已是旺顺阁第 17 年免费奉粥，旺顺阁旗下

的鱼头泡饼、海鲜广场、品味、经典和牛火锅、披云徽宴，位

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近 40 家门店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腊八节当天到店堂食的客人们，也都会品尝到旺顺阁“只

送不卖”的腊八粥。

据介绍，旺顺阁腊八粥的配料非常讲究，包括葡萄干、

百合、莲子、红枣、花生米、红小豆、红芸豆、紫米、江米。杯

贴文案，字里行间依然暖心相伴。为了避免风险、确保健康

安全，旺顺阁所有门店在送粥的全过程中都逐一落实了各

项防疫措施。在传递温暖同时，店员也温馨提示大家注意

防疫安全。

旺顺阁总裁张雅青说，腊八节是开年的第一个民俗节

日，现在人们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都很忙，估计都没有时间

去精心、耐心熬粥，尤其这次腊八节还是周一，有的人没准儿

忙到连早餐都顾不上吃。旺顺阁连续多年做这件事，就是让

更多人能在这一天喝上热粥，暖和又有营养。

除了旺顺阁，海底捞也推出了腊八送粥服务。考虑到快

递员工作辛苦，饮食不规律，可能没时间专门去喝上一碗腊

八粥，海底捞希望赶在腊八节的一早给快递员送去温暖。凌

晨 4 点，海底捞北京天通苑店深夜班的员工就开始为送粥活

动做准备了。

当天早上 8 点多，该店的员工就把熬好的热粥、自热米

饭送到了天通苑京东快递员的手里，5 个站点的 160 余位快

递员一起喝上了热乎的腊八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