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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为老年退休护理人员提供关爱志愿服务的方法及成效。方法
 

招募在职护理人员及护理院校学生志愿者为有需

求的居家退休护理人员定期开展电话或上门志愿服务。结果
 

志愿服务6个月,参与服务的志愿者33名,接受志愿服务的退休护

理人员29名。退休护理人员认为志愿服务能够解决实际困难、增强积极情绪、感到被重视。志愿者为退休护理人员提供上门服

务49人次。78.8%的志愿者认为收获很大或较大;84.9%的志愿者有很大或较大成就感。结论
 

开展志愿服务对于创新老年服

务模式、切实关爱居家老年人及改善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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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

达到2.64亿,占比达18.7%[1]。2020年颁布的《关
于加强老年人居家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强居

家医疗服务管理和规范居家医疗服务行为,鼓励重点

对有居家医疗服务需求且行动不便的高龄或失能老

年人等提供相关医疗服务[2]。2022年颁布的《我国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提出,要创新老

年服务模式[3]。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不求回报、自觉

自愿地为社会公益事业或者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提

供无偿服务的行为[4]。研究报道,志愿服务能够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服务[5-6],但服务范围比较零

散、服务内容缺乏针对性。退休护理人员在平衡退休

前后生活落差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问题,尤其是部

分居家养老护理退休人员,由于健康状况下降、社会

失用、社会保障不够等原因,存在诸多生活、精神及心

理上的问题,需要获得支持与关注[7-8]。为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践行护理人员职责,我院护理部组织开展

了对本院居家退休护理人员的关爱志愿服务,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纳入标准(具备下述1种及以上情况):
①年龄75岁及以上;②独居;③身患1种及以上慢性

疾病、行动受限;④有志愿服务需求,知情且同意接受

志愿者的关爱服务。排除标准:由于精神疾病无法正

常接受志愿服务者。
1.2 方法

1.2.1 招募志愿队伍 我院是一所大型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2002年成立了第1支志愿服务队伍,2012
年成立了医院志愿者联合会,发展至今已有4个志愿

服务基地和16支具有医疗特色的志愿服务队。2022
年3月,在院领导的重视和院团委的支持下,护理部

成立了护理生命关怀志愿服务队,并正式启动关爱离

退休护理人员志愿服务项目。首先组建志愿者队伍。
①医院护士志愿者。志愿者的遴选为自愿参加、病区

推荐相结合。选拔标准为:在职护理人员;有积极参

与的意愿,愿意用业余时间参与志愿服务;身体健康;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认同志愿

者的使命及目标,不追求物质报酬或其他私利。最终

遴选出47名在职护士志愿者。②护理院校学生志愿

者。根据医院的志愿服务规则,吸纳护理院校志愿者

6名,其中博士生1人,硕士生4人,本科生1人。所

有志愿者均在医院志愿服务管理机构完成注册,经过

审批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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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开展志愿服务培训 为提高志愿者服务意

识,增强服务知识和服务技能,护理部主任为关爱退

休护理人员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负责对志愿者进行

培训管理,并制订培训内容和计划,保障志愿服务的

顺利开展。在正式启动关爱退休护理人员志愿服务

项目前,医院团委书记受邀为志愿者进行岗前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我院志愿服务的背景和发展、志愿服务

的理念、工作机制、态度与技巧以及志愿服务的风险

规避。
1.2.3 志愿服务形式与程序 结合退休护理人员

工作的科室、志愿者工作的科室及交通的远近,按照

同科室优先、距离近优先的原则,建立志愿者与退休

护理人员“一对一”或“二对一”的初步配对服务模

式。采用电话服务和上门服务两种相结合的服务形

式,志愿者在工作之余通过电话沟通了解服务对象

的现状及服务需求,关心服务对象的身体和心理状

况。电话服务一般每周1次,或根据实际需求适当

增加;上门服务的内容及频率根据退休护理人员的

需求实施。
1.2.4 志愿服务内容 志愿服务内容包含陪伴、聊
天、健康评估与指导、健康监测(量血压等)、协助就

医、住院慰问、生日祝福,与社区管理者、警务人员及

退休人员家属协商对退休护理人员的照顾等。
1.2.5 志愿服务规范 志愿者上门服务统一着装,
并佩戴工作牌,携带统一制作的布袋(装有老年人关

怀需求评估表、老年人生活幸福度评估表、志愿服务

联络卡)。志愿服务联络卡上印有志愿者的姓名和联

系方式,供退休护理人员有需求时联系志愿者。
1.2.6 志愿服务工作登记与宣传 由专人进行工作

量及状况的登记。每月进行1次线下或线上经验交

流。建立微信群,志愿者可随时分享感受和经验。在

医院官网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报道宣传。
2 结果

2.1 志愿者及服务对象一般资料 ①志愿者。目前

参与服务的志愿者33人,女30人,男3人;年龄22~
56岁,平均22.3岁;工作年限4~38年,平均7.5年;
护理管理者6人,护士27人;主任护师1人,主管护

师23人,护师4人,护士5人;硕士及以上学历16
人,本科16人,大专1人。②服务对象。接受志愿服

务的退休护理人员29人,均为女性;年龄73~99岁,
平均86.8岁;未婚1人,已婚10人,丧偶18人;8人

独居;8人身患慢性疾病。
2.2 志愿服务情况 2022年5~10月,除电话沟通

外,志愿者为退休护理人员提供上门服务49人次,上
门服务总时长61

 

h
 

55
 

min。
2.3 服务对象体验 由2名护理研究生对接受志愿

服务的4名退休护理人员进行访谈,总结出解决实际

困难、增强积极情绪、感到被重视3个主题。①解决

实际困难。退休护理人员志愿服务项目得到服务对

象的欢迎和好评,认为志愿者能够解决自己遇到的实

际困难。退休人员1:“很感谢你们陪着我来医院看

病,我一个人根本没法完成,走路都走不动,幸亏有你

们来接送我,非常感谢(拉住志愿者的手)!”退休人员

的女儿也从外地打电话到护理部致谢。②增强积极

情绪。退休后社会交往变少,尤其是高龄、独居退休

护理人员,常感到孤独,心情抑郁。志愿者的聊天与

陪伴,使她们增加了社会交往,来自医院这个集体的

关怀给她们增添了生活信心和快乐等积极情绪。退

休人员2:“你们特意来看我,我很感谢,我知道你们

平时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又帮我联系上我以前的

老同事,我很开心、很感动(激动落泪)!”。③感到被

重视。很多退休人员表示志愿服务让自己感到被关

注、被重视,并感到过去的护理工作价值被记住和被

肯定。退休人员3:“你们带给我的这个科室纪念册

比什么都珍贵,我想起来了很多过去在医院工作的事

情,我太开心了!”
2.4 志愿者收获与体验 采用自制的关爱护理退休

人员志愿服务问卷调查表进行调查,包括志愿者一般

资料、志愿服务收获、志愿服务成就、是否能发挥专业

所长、是否愿意继续提供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体验(开
放式问题)。78.8%的志愿者认为收获很大或较大;
84.9%的志愿者有很大或较大成就感;75.8%的志愿

者认为能发挥专业所长。所有志愿者表示愿意继续

为退休护理人员提供志愿服务。部分志愿者在实际

服务过程中表示遇到过困难,如个人时间不足、与服

务对象沟通困难、疫情阻碍上门服务、部分需求无法

满足、费用支付主体不明确等。
3 讨论

3.1 对退休护理人员开展志愿服务的意义 本项目

招募在职护理人员志愿者及学生志愿者,在评估老年

退休护理人员需求的基础上,采用“一对一”或“二对

一”结对的方式对行动不便有需求的退休护理人员提

供电话服务与上门服务形式的关爱服务,具有重要的

意义。主要体现在:①是医院及科室关爱退休职工的

一种有益补充。各单位对退休职工均有一定形式的

关爱活动,如节日慰问、生日祝福、分发福利等。这些

举措让退休护理人员感到温暖,但因内容、形式和时

间相对固定,尚不能满足其个性化、临时性的需求,如
有的老年人有看病需求但缺少子女陪伴,志愿服务则

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
②是医院医务志愿服务对象和内容的拓展。目前,多
家医院重视医务人员开展志愿服务,包括义诊、健康

讲座、上门慰问等[9-10]。而对老年人提供定向的、固
定持久的、符合老年人需求的电话或上门志愿服务较

少,本项目拓展了医院工作人员志愿服务的范畴和外

延。③是老年护理服务方面的积极创新。该项目突

破了护理人员仅对医院患者提供关怀,而是将人文关

怀延伸到社会上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是对全国护理

·39·护理学杂志2023年3月第38卷第5期



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积极响应。
3.2 志愿者关爱服务可提高退休护理人员的幸福感

 由于身体功能逐步减退,慢性疾病增多,社会交往

减少,居家退休护理人员存在较多的实际困难。志愿

服务有利于满足退休护理人员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

要,一定程度上填补退休护理人员脱离社会后的失用

感,有助于减轻精神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志愿者服

务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退休护理人员的就医需求、情
绪需要及生活需求,让退休护理人员感到被关怀被重

视,减少社会孤立感。
3.3 志愿者关爱服务可提高志愿者的价值感 志愿

服务的益处是双向的,志愿者自身能够从中获益。本

研究结果显示,78.8%的志愿者认为收获很大或较

大;84.9%的志愿者有很大或较大成就感;75.8%的

志愿者认为能发挥专业所长。这与有关研究结果一

致[11-13]。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因为能帮助到有

需要的人,因而收获快乐、感到有价值、获得成就感;
结合专业知识与退休护理人员交流疾病相关知识,并
将最新的研究进展告诉退休护理人员,能够发挥专业

所长。这种志愿服务也促进了护理前后辈的交流,有
助于增强护理价值的代际传承和促进护士的职业精

神塑造。
3.4 未来为老年人提供关怀志愿服务的启示 ①扩

展志愿服务的范畴和对象。可以将服务对象扩展到

退休护理人员之外的居家老年人,使医院护理人员在

健康中国建设、居家老年服务方面有更大作为。②志

愿服务的效果评估。本项目仅对退休护理人员的主

观感受进行了了解。今后她们身体及精神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生活质量、幸福度等的调查及实

施前后的数据监测,以多角度了解志愿服务的效果,
并不断改进。③志愿组织要加强志愿服务项目化管

理和组织建设[7]。要采取措施对志愿者进行激励。
志愿者在承担临床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志

愿服务,工作量较大。除了记录其志愿服务时间以

外,还应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促进志愿者的精神和行

为获得认可和褒奖。如给予志愿者荣誉表彰、根据志

愿者的表现评定星级、大力宣传优秀志愿者的事

迹[14]等,提升志愿者自我认可度,促进护理志愿服务

的可持续发展。④进行志愿服务的信息化管理。建

立志愿服务系统,确保任务分配、志愿服务全流程登

记及服务对象反馈等得到及时的线上记录,便于进行

便捷的动态管理。⑤进一步厘清志愿服务双方的责

任与权利,并提前告知,方便具体服务工作过程中的

实施。⑥进一步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如人际沟通技

巧、专业技能等。
4 小结

作为养老护理服务的创新模式,本项目引导有奉

献精神及能力的护理工作者加入关爱护理退休人员

的志愿服务,立足于满足退休护理人员的现实生活需

要,达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给退休护理人员提供慰

藉和帮助,护理人员的奉献精神也得以体现。该项目

符合国家政策方向,在提高居家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促进人文关怀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有良好的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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