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以前从事什么工作……”4月12
日，在乌鲁木齐市光明路附近的兵团杂
技团家属院，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马莉一
边和94岁的高鸿印聊天，一边针对老人
的行为意识,行动能力记录和打分。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需求日趋
多元化，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这一新职业应
运而生。作为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马莉为
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活动能力、认知
能力、精神状态等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
从业1年多，她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价值
所在。

评估匹配最优护理方案

年初，高鸿印因腿部肌肉拉伤只能
卧床休息。“老人年龄大，我们考虑给他
找个护工。”让高鸿印女儿高艳没想到的
是，还有专门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上门
给父亲做评估，匹配最适合老人的护理
方案。

“您的腿可以弯曲吗？关节疼不
疼？”由于长期卧床，不能言语，且情绪不
稳定，马莉耐心地与高鸿印沟通，向家属
详细了解老人的基本情况，每一项都记
录在表格上。

马莉说，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会根据
生理、心理、精神、社会 4 个一级指标和
22个二级指标对老人进行全面评价和打
分，分值越高代表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
越强。评价内容包括老人的生活自理能
力、走失风险、摔倒指数、压疮风险、精神
状态等。

“得给叔叔配个轮椅，这样出行方便
些；叔叔已经长了褥疮，建议尽快涂一些
消炎药，多给他翻身。”马莉边评估边叮
嘱家属。经过综合评估，高鸿印行为意
识清晰，行动不便需要照护，但老人的情
绪和心理也急需安抚，所以马莉给出的
最佳方案是子女亲自护理。

高艳听取了马莉的建议，打消了找
护工的念头。“她很专业，没有让我盲目

选择护工，让我明白父亲真正的需求是
儿女的陪伴和心理疏导。”高艳说。

马莉介绍，评估的目的就是科学划
分老年人能力等级，确定相应的护理级
别及护理方案。评估结果也是养老机构
收费、长护险、政府补贴的重要依据。

评估标准更细致科学

“老人什么时候回家康复，我这边护
工已经安排好了……”离开高鸿印家，马
莉又和之前评估过的一位体重较大的老
人家属联系，对接住家看护事宜。

在马莉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
着30多个护工的年龄、身高、体重以及最
擅长的养老服务项目。通过比对，她很
快帮客户选择了一位从业多年经验丰富
的男护工。

“对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也逐渐细
化，护理方案也从统一管理到一人一
案。”马莉说。

每次评估后，马莉都会根据老人情
况，对护工开展针对性的岗前培训。比
如，针对糖尿病患者，重点培训护工营养
知识。针对卧床老人，详细指导护工如
何预防压疮等。

想要做好一名优秀的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并不简单，既要具备护理学、医学等
基本知识，还需要对老人有爱心和同理
心。马莉评估时询问“您平时怎么如厕”
来代替“是否大小便失禁”。

马莉同时还要评估老人的生活环
境，并提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议。在一
次评估中，一位右膝患有严重关节炎的
老人告诉马莉，自己去卫生间时经常摔
倒。“其实，他只需要安装一个扶手就可
以避免这个问题。”马莉说。

评估结果运用更广泛

2020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部门联合发布9个新职业，老年人能力
评估师名列其中。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马莉说，现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的运
用范围愈加广泛，也涉及护理费用和政
府补贴。

自2019年乌鲁木齐市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实施以来，解决失能老人长期照护
问题的长护险正在日趋完善。“判定老年
人是否失能、是否属于长护险保障人群
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重要作用也随之
凸显。”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局长王建
伟说。

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乌鲁木齐
市老年康复医院）院长马明丽认为，老年
人入院的第一步就是进行身体状况评
估，再确定护理等级等工作流程，每个环
节都离不开评估师。

乌鲁木齐市家庭服务业协会会长嚴
志强感受到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的进
步。“以前养老机构评估看一眼就直接定
级。”他说，随着养老政策的健全和相关
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老年人能力评估
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和专业化。

嚴志强分析认为，尽管目前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已被确定为新职业，需要旺
盛，但一些行业协会、养老机构等主体都
有自己的培训和考核方式，认可度和权
威性都不如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的职业
资格认定。

去年出台的《自治区“十四五”老龄
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贯
彻落实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国家标准，
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内互认，推动建
设一批综合评估机构和评估队伍，加强
能力建设和规范管理。

去年，马莉经过培训后取得老年人能
力评估师合格证书，一年多的时间里，马
莉已经走访了100多户老人，为老人晚年
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她说，这是一份
需要情感投入的事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惠
及更多的家庭，很有意义。她相信，未来
这份职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
的人们自发来到美食一条街，三五好友
撸个串，咂口小酒，便是这个春天夜晚
心照不宣的约定。

4 月 19 日傍晚，昌吉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昌吉高新区）希
望大道北侧的美食一条街上，多家特色
美食店客流陆续增多。

走近红楼饭店，扑面而来的尽是美
食的香味。“有人气才有好生意，昌吉高
新区这些年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红利。”店主马伟忙里忙外，不时
和前来就餐的新老顾客交流。

39岁的马伟是土生土长的昌吉市榆
树沟镇榆树沟村人，2006年，马伟毕业于
中国民航大学旅游与管理专业。毕业后，
他先后在乌鲁木齐新疆科信学院从事俄
语教学，在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做翻译工
作，在斯里兰卡、俄罗斯做导游。

2020 年，马伟放弃比较可观的收
入，回到家乡创业。马伟发现昌吉美团
外卖业务还没拓展到昌吉高新区，就想
开一家招待餐厅。马伟说干就干，他拿
出大部分积蓄，在昌吉高新区美食一条
街东端开了一家红楼饭店，主营新疆特
色菜、特色烧烤和特色淡水鱼、深海鱼。

要做就做精品，打造“舌尖上的昌

吉高新区”。马伟从食材入手，在昌吉
高新区附近的农村定点养殖牛、羊、鸡，
现场宰杀制作；高价收购周边农民种植
的绿色有机蔬菜；烹饪全部采用菜籽
油、葵花油，从不用调和油；坚持用活鱼
做食材；高薪聘请专业烧烤师傅、抓饭
师傅和拉面师傅，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培
训，不断提高饭店烹饪水平和服务能
力。特色的饭菜加上一流的服务，使得
可 容 纳 100 多 人 的 饭 店 里 经 常 座 无
虚席。

4 月 19 日中午，暖阳下，饭店门外
的餐桌上坐满了人，马伟和员工忙得不
亦乐乎。“我们不出园区能吃上特色饭
菜，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味道也歹歹
的。”特变智能产业园员工温超和同事
吃得高兴，聊得开心。

“我是山东人，常到昌吉高新区办
业务，红楼饭店让我品尝到了新疆特色
饭菜。”前来园区与企业洽谈原材料输
送事宜的周伟山，点了红楼饭店的特色
菜野蘑菇芦花鸡、万州烤鱼，边吃边说。

昌吉高新区聚集了 1400 多家企业，

餐饮需求很大。马伟说：“我要不断完
善饭店设施，扩大服务范围，让园区的
人 和 来 园 区 办 事 的 人 吃 上 可 口 的 饭
菜。”

马伟开的红楼饭店吸引了不少人
流，带旺了周边超市、五金店、洗车行、
加油站的生意，促进了农民增收、创业
就业和三产发展。

榆树沟村养殖户惠建国说：“我家
以养羊为主业，马伟定点采购我家的羊
肉，对喂养提出要求，我严格按要求喂
羊，保证羊肉的质量。马伟采购我家的
羊肉比市场价高，我家每年可以增收 3
万元，再也不用愁羊卖不出去、卖不到
好价钱了。”

马伟待员工像家人，在他饭店打工
的 11 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子和农场，人
均月工资在6000元以上，还有假期。

面对大家的好评，马伟总是说：“人
必须尽到社会责任，真心待人，这是本
分。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事做好。”他还
坚信，只要能吃苦、敢创新，就一定能在
创业的路上干出一番事业。

马伟正在查看饭店菜谱，思考开发新
的菜品。 宋华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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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返乡创业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本报通讯员 宋华敏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马莉：

读懂健康需求 做优养老方案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蓓

本报讯 记 者 刘 新 新 报
道：4 月 13 日下午，昌吉州教育
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讨会在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昌吉州高校机电、能源动力、自
动化、计算机、机器人工程、电
子工程、机械工程等专业学科
教师，中小学校负责机器人及
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教师，昌吉
市科技行业相关企业代表参加
了研讨会。

本次活动由新疆高校计算
机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杨功元发
起。在研讨会现场，机器时代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机器人的智慧应用场景，分
享 机 器 人 及 人 工 智 能 相 关 技
术，展望国内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产业的发展趋势，并列举了
其他学校在机器人科研与教育
方面的做法、经验与成效。

杨功元介绍，机器人及人
工 智 能 技 术 是 当 前 学 术 界 和
各 行 业 最 热 门 的 研 究 应 用 方
向之一，希望通过举办这场活
动 让 教 师 和 学 生 近 距 离 了 解
机器人领域发展现状，搭建人
工 智 能 与 机 器 人 教 育 交 流 合
作平台，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
人教育资源共享，促进研发与
应 用 人 才 的 培 养 、储 备 和 输
送，培养社会急缺的工程创新
人才。

与会人员还围绕高校、中
小学校如何利用机器人和人工
智 能 推 进 教 育 教 学 展 开 研 讨
交流。

昌吉州教育界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

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