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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有小学、初中、高中、
中间学院、大学等。儿童进入小学
前，需要接受 2 年的学前教育。巴
基斯坦实行中小学免费教育。巴
基斯坦政府大力提高识字率，改善
大中专学校的教育设施和条件，增
加教育经费，2021—2022 年财年，
教 育 公 共 支 出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1.7%。10 岁（包括 10 岁）以上识字
率（巴政府数据）为62.8%。全国共
有小学18.0万所，初中4.72万所，高
中 3.42 万所，大学 247 所。著名高
等学府有旁遮普大学、卡拉奇大
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和白沙瓦大
学 等 。 全 国 在 校 注 册 学 生 人 数
5537.3万，教职员工181.9万。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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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为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
设，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下新设置职业工
种“长期照护师”。近日，两部门制定了“长期照护
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并颁布施行。这意味着，这项
工作的职业技能、职业培训要求、职业道德有了规范
可循。

一直以来，专业化、高素质的护理服务人员供给
严重不足，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为别人
“端屎端尿”的传统观念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

随着新工种的落地，养老专业的学生，会成为抢
手的人才吗？

从 2013 年至今，广州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

“广州卫职院”）的养老专业
已走过十个年头。作为广东
最早开设养老专业的高校，
近三年，报读养老专业的学
生呈逐年上涨态势：三年前，
全专业有 76个学生，现在最
新一届已经超百人。

广州卫职院2021级智慧
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
生黄海燕回忆，自己一直喜
欢研究健康问题，填报志愿
时，看了很多和健康相关的
专业。“家人说养老行业空间
大，我自己也对这个专业名
称有所好感，所以就果断选
择了这个专业，”黄海燕说，
自己和外公外婆相处得很
好，实习期间也一直和长者
们相处，发现和老人家相处
是件快乐、有趣的事情。

照顾失能失智老人，免
不了繁琐又累人，但总有几
个瞬间，让黄海燕觉得有成
就感。她记得，有次在医院
认知症专区实习了一个多
月，照护了一位喜欢抱着娃
娃到处走的奶奶。时隔一两
个月后，这位老人的女儿用
轮椅推着她，和黄海燕擦肩
而过时，老人主动向黄海燕
打了个招呼。“她女儿说她妈
妈连她都记不得了，能记得
我，那一刻我内心挺惊喜的，
也挺暖的。”

还有一次，黄海燕在护
养中心实习时，一位老人对
她的服务十分满意，“那周刚
好碰上评选‘服务之星’，一
天晚上上夜班去查房看到

她，她说白天有人拿很多照
片给她评选‘服务之星’，她
找了很久都没看到我的照
片，也没看到名字……”黄海
燕说，这种来自他人的认可，
让她坚定了毕业后继续从事
养老服务相关行业的决心。

和黄海燕一样，凭借养
老服务找到人生方向的，还
有“95后”贵州小伙江波。时
间回到 2016 年。彼时，黔穗
两地人社局立高望远，牵线
搭桥，谋篇布局，促成了这一
段跨越万水千山、跨省携手
的美好“姻缘”——广州市技
师学院与黔南民族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合作开设以养老为
专业（即健康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公益班“黔南州班”。
其招生对象为黔南州籍贫困
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江波
是学员之一。

江波说，自己从前是家
里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对人
生没有方向，曾直言“除了学
习干什么都行”。在外出打
工后，每个月 2000 块钱的薪
水让他看清了现实，也决定
学门技术，好好工作。在健
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培训
班，江波学的专业是老年健
康管理，插花、手工、按摩、简
单的伤口处理，都成为其习
得的数项技能。现在的江波
从事老年人旅居行业，成为
备 受 长 者 喜 爱 的“ 养 老 顾
问”。

“现在的养老不是传统
的养老，而是一种多姿多彩
的生活方式。养老产业是朝
阳产业，未来，我想成为这个
行业的佼佼者。”江波说，以
前的自己让人头疼，但现在，
养老事业让自己脱胎换骨，
成为一个有事业、有责任和
担当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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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照护师是国家医
保局为稳步推进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建设，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下新
设置的一个职业工种，分
为初级（五 级）、中级（四
级）、高级（三 级）三个等
级。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
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
盖低级别的要求。相较初
级和中级，高级对疾病护
理和心理护理提出了要
求。

对即将从事一线照护
工作的职校生来说，养老
专业学什么？课堂长啥
样？

记者探校发现，当前，
部分开设养老专业的院校
课室已升级变样。在广州
市技师学院，实训室和课
室打通成一个大空间，学
生在一边圆桌习得理论
后，马上就可以去旁边的
实训设备处操作。在“互
联网+养老”模式下，软件
信息技术融入养老课程体
系中，仿生急救实训室、康
复理疗实训室、健康管理
体验室、健康评估实训室
等多间实训室一应俱全。

广州市技师学院健康
服务与管理专业带头人廖
千慧介绍，学校采用工学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行动
导向教学法贯穿课堂始
终，将企业的真实工作任
务作为学习任务，引导学
生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
中工作，将企业或行业的
评价标准作为学习评价标
准，在操作技能评价和学
习成果评价的同时，对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通用能力
进行评价，以期培养符合
社会发展的智慧化康养人
才，跟上长期健康照护师

等新职业发展的需求和脚
步。

“新职业的要求更高，
更加综合，不仅仅是吃喝
拉撒睡，而是对服务对象
进行全面的健康管理与健
康照护。”廖千慧也表示，
虽然长期照护师和医疗护
理员、养老护理员、家政服
务员等其他职业有一定交
叉，但其在工作对象、工作
内容、服务标准、能力要求
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除
了能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
生活照料的能力，还需具
备基本医疗护理知识，能
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可以采
取应急处理措施、良好的
道德素养、以人为本的服
务意识和知老爱老的
职业素养，知晓长期
护理保险基础知识，
按要求提供服务，保
证服务质量。

“养老服务行业
强调从业者的经验和
人际沟通能力，因为
与老年人互动需要更
多的细致关怀。专业
知识和技能仍然是至
关重要的，尤其在护
理、康复和健康管理
方面。养老服务行业
可 能 更 强 调 综 合 素
质，但这并不意味着
专业要求低，而是要
求综合运用各方面的
能力。”广州卫职院智

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
业带头人高华说。

不过，几位受访老师
都提到，康养专业的学生
在就业过程中可能面临一
些挑战，其中包括行业认
知不足、工资待遇不高、工
作 压 力 大 、技 能 要 求 高
等。另外，年轻人与老年
人互动的沟通和关怀能力
需要提升；行业发展较新，
部分地区养老服务需求尚
未完全匹配专业人才的供
给 ，导 致 地 域 性 就 业 压
力。解决这些问题通常需
要综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
能、实践经验和人际沟通
能力。

“学校将会在学校人

才培养和社会培训两方面
响应国家对长期照护师新
工种的要求。”广州卫职院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专业负责人黄玉莲说，学
校对照长期照护师的考核
要求完善智慧健康养老服
务与管理、健康管理、现代
家政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
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
步推行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
的高素质长期照护人才；
其次，组织开展长期照护
师培训大纲、配套教材及
题库的开发，尽快开展该
证书的相关培训，以培养
适应养老市场需求的社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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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李博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和巴基斯坦
是风雨同舟、互信互
利的全天候战略合作
伙伴。自 1951 年建
交以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两国始
终相互理解、相互信
任、相互尊重、相互支
持,在文化教育方面
的交流也很密切。

Sadia 本身较为
擅长语言学习，加之
高中时期受到季羡林
先生的影响，于是在
高考填志愿时决定报
考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学习一门微语种
——乌尔都语，这是
巴基斯坦的官方语
言。遵循学习计划，
Sadia 在大三那年踏
上了巴基斯坦国立现
代语言大学的留学之
旅。

Sadia 在巴基斯坦国立
现代语言大学一周上五天
课 ，所 有 课 程 均 安 排 在 早
上，每天上五节课，课程设
置均出于让学生进一步掌
握乌尔都语，分为阅读课、
口语课、写作课、语法课、文
学课。“我们在巴基斯坦国
立现代语言大学平日的学
习内容并不算难，我觉得到
那边做交换生,最重要的是
给我们提供了语言学习环
境和文化体验环境。”Sadia
向记者介绍道。

“巴基斯坦的老师们不
像国内的老师，对自己每天
要上的课程有基本明确清晰

的框架，并且整节课相对紧
凑。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师
不负责任，而是巴基斯坦的
学校对老师要求松而对学生
要求严，教育风气就是这样
的。”Sadia 感慨道，“口语课
老师每天上课从与学生们亲
密打招呼和聊天开始，之后
在对话过程中提及什么知识
点就讲解什么知识点，备课
是不存在的，整节课就是老
师随性的现场直播。有时候
布置了课后作业，老师隔天
会在上课时间帮同学修改，
或者让我们当场读，一节课
改不完就下节课继续，猝不
及防地就放了个假。这在国

内讲求高效的作风之中是难
以想象的。”

“国立现代语言大学的
老师都给我一种‘老神在在’
（注：闽南话谚语，形容从容
不迫的样子）的感觉。”Sadia
回忆道，“令我印象很深的一
件事情是，巴基斯坦较为炎
热干旱，下雨在当地是较为
罕见的事情，巴基斯坦人都
很喜欢雨。一次上课时恰巧
下雨了，当时老师就决定先
不上课了，让我们出去玩一
会儿。我们来到了课室外看
到真的有人在雨中走啊、跑
啊、跳啊，非常朝气蓬勃开心
快乐。”

热爱诗歌是巴基斯坦人
鲜明的民族特征。众多巴基
斯坦人热衷于在闲暇之余
阅读和创作诗歌，尽管他们
的 职 业 并 非 与 诗 歌 相 关 。
当他们积累了足够的作品
后，有些人甚至会自费出版
自己的诗集。巴基斯坦官
方与民间也经常会举办各
种诗歌活动。每年的 11 月
9 日是伊克巴尔日，其设立
是为了纪念巴基斯坦有“国
父”之誉的民族诗人穆罕默
德·伊克巴尔。在民间，许
多亲朋好友常常相约在某
个 夜 晚 ，共 聚 一 堂 吟 诵 诗

歌，感受那独特的韵律和蕴
含其中的深意。

在国立现代语言大学留
学期间，学校里举办的诗会
是 Sadia 印象尤为深刻的活
动。“在学校的诗会上，学校
领导或是负责人先出来说两
句话，接着大家就会轮流上
台朗诵自己所写的诗歌，台
下的观众都很配合，一直在
给予朗诵者最热烈的赞叹和
欢呼。”对于 Sadia 来说，多
数诗歌所使用的独特词汇与
语法较为晦涩难懂，但Sadia
仍被诗会热烈包容的氛围吸
引，“感觉在场的所有人都

与诗歌同频共振，他们发自
内心地崇尚诗歌，不管你写
得好不好大家都会为你喝
彩，这种氛围真的很棒很有
趣！”

“巴基斯坦人对诗歌的
热爱到了所有公开场合的发
言稿、演讲稿里面一定要带
一句乌尔都语诗歌，这就像
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
Sadia 和记者分享道，“如果
你以后遇见了巴基斯坦人，
如果你能跟他说一两句乌尔
都语诗歌，那他们真的会非
常非常惊喜以及感到格外的
亲切。”

廖千慧在智慧养老实训室授课

“老神在在”的教学风格

巴基斯坦的诗性

谈及美食，巴基斯坦人
以面食和米饭为主食。在菜
肴口味方面是香辣辛辣偏重
口，最经典的就是加入胡椒、
姜、黄孜然、丁香肉、桂皮、茴
香籽等香料做的咖喱菜肴，

“巴基斯坦人喜欢把肉类和
豆子蔬菜一起做成炖菜，再
用面饼蘸着吃，或者夹着
吃。”Sadia介绍。

巴基斯坦幅员辽阔，南

北纵深很长，南部濒临阿拉
伯海，地处南亚，气候湿润，
是盛产热带水果的沃土，还
被人称为“水果篮”。Sadia
特别喜欢喝巴基斯坦的芒果
汁，“那里产的芒果又大又
甜，所以他们的芒果汁也特
别好喝。如果能有机会去巴
基斯坦，一定要去喝他们的
芒果汁！”

除了美食，巴基斯坦还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夏利
玛花园、拉合尔古堡、穆里
雪山、巴德夏希清真寺等。
Sadia 和同学们经常趁着休
息时间前去巴基斯坦各旅
游景点参观游览，“光看到
那些建筑本身，就会有一种
历史扑面而来的感觉，那些
建筑跟现代建筑有非常大
的 差 异 感, 极 其 震 撼 与 难
忘。”

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
民都比较友好。“中国人走到
哪都会有人上来想要合照。”
Sadia 笑道，“他们真的非常
热情，只要他们看到有一个
人和你成功合影，那后面总
是会排起一条与你合照的长
队。”在这些要合照的人群
中，一位女士给 Sadia 留下
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行人在拉合尔
古堡偶遇了她，她带着孩子
一同在古堡中游玩。女士看
到我们后和导游交流了一会
儿。”Sadia 笑道，“导游接下
来就走过来和我们说，那边
有对母子想和你们合个影，
但导游接着补充，前提是不
耽误我们的行程，且不会让

你们觉得困扰。她说今天带
着小儿子来参观，想尽可能
给他留下点特别的回忆，而
且只拍一张，也不会上传社
交网络，不是必须合影，她尊
重你们的意愿。”

在穆里雪山看雪景时，
Sadia选择了坐缆车上山，上
山途中能够看到许多选择徒
步上山的游客。“他们认出我
们之后，便会试探性地用乌
尔都语喊‘中巴友谊万岁’，
我们在缆车上听到了也会大
喊回去，就这样边打招呼边
上山。”Sadia分享道。Sadia
下山时遇到了一群出来游玩
的青少年：“那些青少年认出
我们是中国人后就振臂高呼

‘We love Chinese’。”

Sadia 还分享了她同学
曾经遇到过的一段特别经
历。“我们住的小区有个看
上去是老兵的老爷爷经常
在那站岗，我同学去买水回
来时遇到那个老爷爷，就跟
他聊了一会儿。老爷爷知
道我同学是中国人时都哭
了，非常激动。他说他看到
中国人就很感动，因为中国
对巴基斯坦特别好，中国也
是一个很和平、很安全的国
家。”Sadia 回忆起这段经历
仍然有很多触动，“感觉那
个爷爷像是经历过很多事
情，他在说中国是一个很和
平的国家时，是带着赞叹，
里面还有一点羡慕，还有些
伤怀。”

“中巴友谊万岁！”

味觉与视觉的双重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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