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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带你看重庆100家养老院，走，蹭饭！”

  来自重庆的九九是一名自媒体账号运营

者，在一年时间里，她探访了超过100家重庆养

老院，向有养老需求的受众人群介绍各个养老

院的环境、餐食、服务、价格等情况，并接受人

们的咨询。

  “经理人，经纪人，还是中间人？做我们这

一行的好像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九

九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从业者，她既感受到市

场对这一行业的现实需求，也承认这一行业仍

处在发展初期，还有许多需要规范的地方。

  《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

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这标志着，我国

已经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在这一趋势下，养老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养老服务行业被奉为“朝阳产业”，一批养老服

务“中间人”应运而生。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正如

九九所言，养老居间服务是很多老年人及其家

庭的现实需求，但这一行业尚缺乏相关规范和

标准 ，可能被一些“有心”人士利用“挣快

钱”——— 有人打着“养老推荐官”的旗号诱导老

人预付养老院费用涉嫌非法集资；有人宣传廉

价“养老旅居团”实则售卖保健品；还有人在既

不了解客户需求也不了解养老院的情况下提

供非专业服务。

  受访专家指出，随着一代人观念的变化，

未来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一定会上升，专业的

“中间人”会受到市场的欢迎，但要警惕养老

“中间人”这一新兴行业的野蛮生长，应尽快出

台针对性准入规则和行业规范，指引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养老服务需求旺盛

“中间人”连接供需

  所谓养老服务“中间人”，主要是为有养老

需求的老年人及家属提供相关行业信息、实地

探访养老机构后为其按需筛选推荐等，从中收

取一定的费用。

  “养老经理人”，是九九给自己所从事工作

的定义。“我以前在养老院工作了两年，后来开

了一个适老化产品店，做起了自媒体。3年前，

我以前在养老院的同事邀请我去他们那拍探

店视频，视频发到网上后有不少人咨询。我就

发现这好像是一个可行的路径。”

  九九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家庭有养老服务

的需求，却找不到合适的养老院、不了解养老

服务市场等。于是，她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

服务有养老需求的家庭上来。

  她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

部分：

  开发合作伙伴，包括各类养老院，还有一

些做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的团队等，给养老

家庭提供更多的选择；

  面对具有养老需求的家庭，每个家庭遇到

的困难和需求都不一样，帮他们分析具体需

求，匹配相应的养老服务机构。带着顾客参观心

仪的养老院，在顾客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提供专业

的建议。若顾客在接受养老服务的过程中遇到不

满意的地方，介入并协助顾客争取权益；

  将探访养老院的视频剪辑发到自媒体账

号，并同步科普关于养老方面的知识。

  “3年前，和我做同样事情的人很少，我可

以说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九九说，而随着

银发经济的发展和养老需求的上涨，现在有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养老服务“中间人”的队伍。

  河南“00后”女孩刘莹莹就是其中之一。两

年前，她勇闯养老赛道，“那时我刚从市场营销

专业毕业，机缘巧合下来到了一家养老院工

作，成为养老规划师”。

  刘莹莹最主要的工作是根据客户的实际

情况，用专业知识匹配其需求。“如果发现他们

不适合我所在的养老院，我也会根据他们的具

体情况，结合我作为业内人士的了解，为他们

推荐更合适的养老院。”此外，刘莹莹还负责统

筹入住老年人的日常体检、餐食等服务，是老

年人在该养老院生活起居的“总负责人”。

  来自上海的王先生则是在半年前做起了自

媒体“养老博主”。“我原本是做新媒体营销的，因

为自己父母年纪比较大了，就开始考虑他们的养

老问题并关注了养老服务。”王先生告诉记者，养

老行业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很多人有

养老的需求，养老院也有找客源的需求，但两边

对接不上，很多人找不到合适的养老院，一些养

老院也接收不到足够的老年人。

  “去探访养老院，我会作为一个‘提问者’

去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养老院的具体情况、各种

细节，除了养老服务推荐，我也想通过科普让

大家知道一些既有的政策、配套和福利，让更

多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王先生说，

他觉得养老服务“中间人”角色很有存在的必

要。除了提供养老院探访、养老好物科普及养

老知识科普之外，他也会接受粉丝咨询，推荐

自己了解的合适的养老院。

打着养老服务旗号

诱导老人大额投资

  记者调查发现，站在养老“中间人”的发展

“风口”，一些人走“歪”了。

  “×叔您好，我是小×，我们公司有个旅游

活动，邀请一些老干部来参加，我把您的名报

上去了，您来多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建议。”来

自浙江杭州的胡女士今年4月入职了一家养老

服务机构后，收到了一本“话术手册”。

  “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单纯的销售工作，作

为养老推荐官去和老人接触。但看到这些销售话

术，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辞职了。”在胡女士展示

的“话术手册”中，记者看到，其不仅写明了如何

邀请老年人实地参观养老机构，如何对老人“嘘

寒问暖”，甚至标明了“尽量避免3人或3人以上，

尽量避免带小孩的老人”等注意事项。

  “‘活期取钱工作’要和客户沟通好，可以

充当客户孙子、孙女或者亲戚取款，不可紧张，

要自然。陪同取款路上不谈产品、不谈钱、不谈

小孩。对于有意向当天未成交的客户，平时打

电话关心、增加感情，约客户参观旅游、旅居、

生日会等活动。”胡女士

告诉记者，这样大费周章的最

终目的，是劝服老年人向养老公寓

储值，以年为单位预交养老费用，宣称可

以参与“返利”、享受比一般客户更优惠的折

扣，“这样的预付储值模式，一次需要几万元”。

  记者检索发现，这样打着“养老服务推荐”

的旗号诱导老年人预付养老费用的套路，近年

来层出不穷。2023年6月，广东广州某养老公寓

因收取大量老年人超半年的预交款涉嫌非法

集资；同年12月，重庆某养老产业有限责任公

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地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有许多人给自己冠上‘养老经纪人’‘养

老推荐官’‘养老规划师’的名号，用分红和便

宜的养老费用诱使老年人一次性进行大资金

投入。”九九说，据她了解，还有个别“养老经纪

人”打着“带老人旅居”的旗号推销保健品。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价格非常廉价的老年

团，旅居养老流行起来了，所以大多叫旅居养

老团。这种廉价团实际上和老年购物团是一个

套路，会针对老年人卖一些保健品或者假冒伪

劣商品，以此敛财。”九九说。

  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有许多此类

“旅居养老团”“康养团”的宣传。记者随机点开

一自称“××康养基地推荐人”的主页浏览发

现，其所推荐的“抱团养老”旅居项目价格报价

80元到99元每日不等，均包吃包住。

  “根据我的观察，现在不少养老中介不仅不

去了解客户需求，对于养老院本身也不了解，更

不会实地去养老机构探访，只是拿着一些养老机

构提供的视频发到自媒体账号糊弄客户，最终目

的只是促成交易拿到提成。”九九说。

  记者通过自媒体平台随机咨询了两名养

老中介，两名中介在仅了解老年人的年龄、所

在的地区后便开始了大量推荐，既不询问老年

人的身体状况、自理能力等，对于报价所包含

的收费明细也不作解释。来自上海的养老中介

向记者推荐了多个均价每月1万多元的养老

院，在感受到记者没有进一步咨询意愿的情况

下，该中介提出可以“免中介费”，同时如果选

择参观，可以配车接送，安排餐食。

发展初期亟须监管

及时制定准入规则

  作为连接供需两端的人，越来越多养老

“中间人”开始崭露头角，在偌大的养老服务市

场中凭借信息差谋生。此前，“养老中介月入10

万元”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关注。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养老“中间人”都很

排斥用“养老中介”这一称呼定义他们。

  “把老年人送到合适的养老院，这对于每

一个家庭来说，都是绝对重大的选择。”九九觉

得，在这种重大的选择和需求之下，需要有更

为专业的人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为这些家庭

提供服务。

  “整个行业其实是处在一个摸索期。一方

面是客户的需求，其实很多客户自己都不太清

楚，究竟住养老院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更适合自

己，在一些刻板印象和实际需求的冲突下犹豫

不决。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供给方也在摸索应

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些养老服务是否

能够支撑一个企业的发展。”九九说，作为连接

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中间人”，要服务好客户的

需求，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周期和大量的

精力。

  “我是一家一家养老院实地跑，通过自己

的观察反映真实的体验。实际上，很多时候来

咨询的家属和老年人之间，甚至是家属和家属

之间对于接受养老服务的意见都有分歧，这需

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和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

痛点，再去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方案，但最

后他们是不是选择入住，还得尊重他们的意

愿。”九九告诉记者，在重庆，作为养老经理人

介绍一名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大概能拿到20%

到30%的佣金，“远远达不到月入10万元”。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通过介绍养老院收

取过一笔佣金。”王先生告诉记者，在自己发布

养老院测评内容后，有不少粉丝向他咨询，但

通过咨询决定入住的人并不多。据王先生探访

观察，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线城

市，养老院的整体入住率仅在60%左右。“在目

前的这一代家庭中，去养老院养老往往还是一

种‘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样的现状使得一些

养老院只能维持在盈亏平衡的状态，对于养老

“中间人”来说亦是如此。

  刘莹莹告诉记者，从一名“养老小白”到“养

老规划师”，她经过了一系列专业的培训。“接受

了公司系统专业的培训之后，我才了解养老院的

整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配套的医疗、餐饮、设施

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大环境是，很多人没有经

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以养老规划师等身份自居，

不专业的服务可能会误导很多人。”

  多名从业人员向记者坦言，现下正是养老

“中间人”野蛮生长的时期，不乏规则不够明确

导致行业内鱼龙混杂、养老经纪人责任感低

下、机构间的业务黑幕等乱象。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郑翔分析，养老经纪业

务的出现反映了市场对此类服务的需求。养老

“中间人”连接了供需双方，不仅能为老人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还能对大众进行市场教育，他

们不仅是中介，还是养老知识的传播者。同时

应注意的是，当前该行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

可能出现言论误导、弄虚作假、为了利益欺诈

客户等情况。因此，相关部门有必要进行干预

和引导，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郑翔建议，在市场监管方面，应及时制定

准入规则及行为规范，如要求在管理机构报

备、注册等；及时处理、公布已发生的不良事

件；对机构发布的内容进行预审和常规检查。

行政机关可以主动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

群众提供更为可信、准确的信息，但同时也要

允许民间同类信息平台的存在，以便更好地把

信息传达给消费者。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 本报通讯员 仇阿睿

　　“今年1月至9月，法院上诉率、诉前调解案件申请执

行率、案访比等反映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指标均位列全市

基层法院第1名，9项指标排名全省基层法院前10位。”谈

起今年法院工作成效，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人民法院院

长邱有前掷地有声。

　　今年以前，扶风法院曾连续多年审判质效在全市基

层法院排名靠后，连续多年没有省级以上荣誉……不到

一年时间，扶风法院是如何逆境破局并实现多项数据逆

风翻盘的？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该法院找寻答案。

众志成城打好翻身仗

　　今年年初，扶风法院正式被确定为全国相对薄弱基

层法院。

　　“大家不能把‘薄弱法院’的称呼变成干事创业的无

形枷锁，而要把‘脱薄’工作作为扫除沉疴积弊的‘东风’。

全院要乘着这股‘东风’，革故鼎新、勇毅前行，实现各项

工作高质量发展。”包抓帮扶的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赵合理在首次“脱薄”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扶风法

院法官干警打消了顾虑、解放了思想，吹响了“脱薄争先”

的冲锋号。

　　“脱薄”工作开展后，扶风法院9次召开专题党组会

议，班子成员深入全院法官干警中座谈交流、征求意见，

分析问题形势、研讨思路对策，最终找到了破局之路———

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以政治建设激活“脱薄争先”

的“动力源”。

　　“对于相对薄弱法院来说，政治建设是首位的，也是

‘脱薄’的重要‘法宝’。抓班子、带队伍、强本领，‘脱薄’

攻坚，关键在人，重在提振讲政治、勇担当的精气神。”得

益于多年的军旅生涯和转业法院15年来的一线工作经

历，履新上任扶风法院院长的邱有前迅速为扶风法院改

革定调。

　　于是，扶风法院积极打造“15331”党建工作品牌，深

耕“党建+”工程。如今，扶风法院机关大楼走廊里，醒目

的“为党旗增辉”红色展板上，一枚枚“学习星”“业务星”

“纪律星”“创新星”“文明星”徽章，便是全院法官干警们

奋勇争先、主动追赶超越的最好诠释。

　　与此同时，对口帮扶的上级法院和扶风县委、县政府

等合力推动人力、编制、培训、奖励、基础设施等资源持续

向扶风法院倾斜。

  “我们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下降了3.29岁、中层干部

平均年龄下降了2.05岁，同时还对8名干警进行岗位调

整，新招录的9名干警已报到上班。如今，整个集体呈现

出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说到这里，扶风法院政治

部主任王雪难掩激动，全院上下众志成城，铆足了劲要

打好翻身仗。

激发干事创业新动能

　　斗志、理念、队伍有了，“脱薄”要求如何贯彻落实到

工作中呢？

　　“要坚持把管住‘案’作为管住‘人’、治好‘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考核作为‘脱

薄争先’、激发内生动力的指挥棒……”在扶风法院调研指导“脱薄”工作时，宝鸡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尤青说。

　　“目前，咱们院的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还未处于合理区间，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弱

点的成因都研判到极致……”今年6月19日，在全院审判执行质效工作推进会上，扶风

法院审管办主任马宏英对照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逐个进行分析。

　　“案件阅核管理办法”“案件折算办法”“审判委员会会议规则”“专业法官会议规

则”……经过完善的一个个管理制度，让全院审判管理过程更加全面、客观、公正，让

每一个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审视。

　　“每次旁听专业法官会议、发改案件评析会，还是很有压力的。不过对于年轻人来

说，这也是我们不断学习提升的好机会。”新入职的法官助理薛雨彤说道。

　　在新一届党组班子的带领下，扶风法院实行“业务周分析、队伍月讲评、成效季总

结”动态监督机制，强化业务指标统计分析研判。今年1月至9月，全院评查案件1318

件，院庭长阅核案件231件，召开审委会21次、讨论案件70件。

　　为倒逼全院干警不断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扶风法院修订“工作人员绩效考

核办法”“聘用制书记员考核办法”等，要求全院干警对照岗位职责、目标任务“挂图作

战”，并对考核结果及时通报、跟踪整改。

  “我们从改善庭院卫生环境、整顿会风会纪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小事’抓起，从

以前不愿说不愿做的琐事改起，全院干警一同走出舒适区，让欣欣向荣成为一种常

态。”看着院内精心打理、朝气蓬勃的绿化花草，宝鸡中院选派到扶风法院挂职担任副

院长的谈佳华说道。

主动参与让案结事了

　　“我们今后还是好邻居，让你们费心了。”近日，扶风县召公镇作里村村民赵某甲

把1.3万余元现金交到同村村民赵某乙的手上，两人握手言和。

　　原来，赵某乙给赵某甲帮忙修理大门，不承想梯子打滑，赵某乙摔下受伤，因为后

续护理费、营养费谈不拢，两位“老赵”心生嫌隙。

　　“这起纠纷并不复杂，标的也不大，原被告同住一个村组，平时关系处得也好，如

果因为这点小事‘绝交’，那就太不值当了。”得知此事后，调解员樊多贤立刻着手了解

来龙去脉，安排二人见面调解。

　　樊多贤原是扶风县法门镇美阳村村主任，“退休”后被法院邀请至诉前调解中心

担任特邀调解员，像这样家长里短、小磕小碰的案子，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后在这

位“老村长”的耐心调解下，两位“老赵”的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扶风全县辖7个镇、1个街道，共113个行政村，城镇化率只有约35%，大量矛盾纠纷

源于乡村一线。

　　面对群众日益增多的矛盾纠纷，扶风法院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坚持指导前移、调

解前移，持续完善委托调解和特邀调解机制，与县司法局、妇联、交警大队等单位建立

联合调解委员会，努力实现防在源头、化在萌芽、调在全程、消在诉后。

　　“民商事纠纷中占比较大的婚姻家庭、土地承包、相邻权等关系民生的案件，很多

都是由不起眼的小问题造成的，因此更要抓小、抓早、抓苗头。”扶风法院副院长袁少

宁说。

　　因此，扶风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贴近群众的优势，深化“一村(社区)一法官”机

制，选派24名法官下沉乡镇村组靠前摸排、指导化解。今年以来，全院民商事案件收案

数量持续呈下降趋势，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达16.19％。

　　“目前，扶风法院在各方面的帮扶指导和自身的顽强拼搏下，正乘着‘脱薄’的‘东

风’，‘扶’摇直上、破浪前行。”邱有前信心满满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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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这一趋势

下，养老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养老服务行业被奉为“朝阳产业”，一批养老服务“中间人”应运而生

  ● 所谓养老服务“中间人”，主要是为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及家属提供相关行业信息、实地探访养老机构后为其按需筛选推荐等，从中收

取一定的费用。现下正是养老“中间人”野蛮生长的时期，行业内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差甚至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养老产品

  ● 在市场监管方面，应及时制定准入规则及行为规范，如要求在管理机构报备、注册等；及时处理、公布已发生的不良事件；对机构发布的

内容进行预审和常规检查。行政机关可以主动搭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群众提供更为可信、准确的信息

老龄化趋势下养老“中间人”应运而生

站在“风口”上莫要走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