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小红花陪诊”公益创业项目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为老服务

项目实施时间 2020-07至2023-08，共计37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吉林市医疗志愿者协会聚焦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创立“小红花陪诊”

公益创业项目。

 针对目前三级医院规模逐渐扩大，科室不断细化，尤其疫情发生后，医院布局不断发

生改变，加之互联网应用在诊疗过程中逐渐占据主体地位，使许多老年群体出现“看病

难”问题。

 本项目通过对勤工俭学大学生及待业青年进行陪诊相关方面的知识培训，对培训合格

人员发放陪诊师证书，并在吉林地区六家三甲医院，对60岁以上有陪诊需求的老年群体

进行陪诊工作。对陪诊结余资金用于其他低保户、孤残人群的免费陪诊服务。

 本项目的师资由三甲医院的医务人员、门诊办及住院处工作人员构成。陪诊师由勤工

俭学的大学生和待业青年组成，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一整套标准化可复制的陪诊流程。协

会对陪诊师的招募、培训、考核、发证、持证上岗严格管理，通过“志选优品”微信小

程序进行陪诊预约。通过本项目进一步提升老年群体就医体验，和谐医患关系，增进老

年群体幸福感、获得感；为勤工俭学大学生及待业青年提供社会实践及就业岗位，并进

一步规范陪诊行业标准；陪诊收入所得还可以带动其他公益项目发展；推动社区治理发

展，加强老年群体健康管理意识。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小红花”陪诊项目的社会成效：

 1.为老年群体提供情感支持和安慰；

 2.促进医患沟通和合作；

 3.提高老年群体的治疗依从性；

 4.减轻老年群体及其家属的负担，提高就医便利，节约就医时间成本；

 5.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些成效对于改善老年群体的医疗体验、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小红花”陪诊项目的社会价值：

 1.促进社会和谐；

 2.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3.减轻医疗资源压力；

 4.促进医学教育和研究；

 5.增加就业机会和社会参与度；

 6.利用项目收入所得，服务其他困难群体。

 这些价值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老年群体的福祉都具有重要意义。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师资保障：本项目的培训讲师均来自吉林市六家三甲医院从事门诊办、住院管理的工

作人员进行授课，并定期邀请医疗专家讲授医学专业性知识。

 2、服务对象保障：实行一对一陪诊服务，协会可提供陪诊师培训，陪诊师需要掌握心

肺复苏急救技能，以便陪诊师在突发情况下可为患者进行急救，同一医院的陪诊师可随

时联动。

 3、陪诊师保障：

 1.协会重视医疗公益项目所涉及的医患问题，所有参与活动的陪诊师均享有医疗责任

险；

 2.通过专业培训给予陪诊师持证上岗证书，保障陪诊师的专业性。

 4、项目运行保障：



 运用协会自主研发的小程序平台“志选优品”，为陪诊师接单，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资

金、个人信息及其他问题纠纷。

 5、资金保障：

 1.为保证项目顺利开展，协会在免费为老年群体提供陪诊的同时，协会支出3万元启动

资金用于陪诊师的培训及保险等方面的费用支出；

 2.协会采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将项目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专项审计，

做到专款专用，保证项目运营的公益性，为项目提供了可持续开展的能量。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组织架构：

 协会专门成立“小红花”陪诊公益事务部，下设宣传部、外联部、培训部、运营部、

财务部，进行专人专项管理。

 2、日常运营：

 1.协会下设一个管理委员会，五个行政部门进行日常运营管理。

 （1）宣传部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自媒体进行陪诊师的线上招募、推广和宣传；

 （2）外联部通过与社区、企业、医院进行项目推广和对接；

 （3）培训部负责师资、课程设计、人员培训、证书制定；

 （4）运营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高效运营，线上负责接单派单和小程序管理，线下负责

后期随访和患者满意度调查；

 （5）财务部负责钱款收取、核算绩效、社会公益。

 同时，协会定期开展自查自纠改进会议，提升陪诊师职业素养和团队核心能力。

 2.法律支持：协会与吉林东坤律师事务所合作，制定陪诊协议书，明确陪诊双方责任，

保障陪诊项目顺利进行。

 3、资金管理：

 1.协会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设立本项目专项财务管理制度；

 2.项目资金使用公开透明、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并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对项目资金

进行专项审计；

 3.并设专人对项目财务进行管理。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创业理念：协会以“为老服务”为切入点，解决吉林地区老年群体“看病难”的问题，

并为青年群体提供社会实践及就业平台。并实现社会组织的“造血”功能，使公益项目

常态化开展。

 2、经营模式：项目针对吉林市六家三甲医院，以中心医院和人民医院为主，确定每日

陪诊人数。

 1.诊前预约方式。线上主要通过“志品优选”小程序接单派单及陪诊满意度调查，辅

以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地点预约；线下主要通过协会与社区、企业、三甲医院沟通协

作，宣传推广。

 2.确定陪诊路径。陪诊师需要提前了解患者病情，确定陪诊时间、就医路线、检查项

目等，使患者高效就医。

 3.陪诊服务流程。陪诊师协助患者处理相关就医事项，包括挂号、候诊、记录医嘱、

与医生沟通、取药等。

 4.陪诊结束评估。协会针对陪诊师的服务，对患者进行陪诊满意度调查及诊后关怀。

 3、盈利模式：协会对需要陪诊的人数费用做测算，监管每日进账流水。合理分配项目

盈余的资金，60%用于陪诊师薪资发放、30%用于平台维护和日常运营、10%用于反哺协会。

通过志愿服务和盈利服务实现造血功能，进行社会公益，并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全额免

费陪诊服务。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1、主要困难：

 1. 陪诊师存在的困难

 人员稳定：陪诊行业由于工作量具有不确定性，导致陪诊师队伍具有不稳定性；

 人员管理：当就诊人员与陪诊师发生摩擦时，协会管理人员不能第一时间了解及解决。

 2.社会公众对陪诊师行业的认知

 社会公众会把陪诊师和“黄牛”混淆，对陪诊师的身份及作用产生质疑和不信任，阻



碍陪诊师工作的顺利开展。

 2、下一步打算：

 1.继续完善“小红花陪诊”服务预约平台，加大平台推广力度，实现吉林地区全覆盖，

在吉林省范围内进行推广，重点在长春市推广；

 2.完善并充实“小红花”陪诊服务项目的陪诊培训课程，明确陪诊流程，制定“小红

花”陪诊手册，使模式可复制，进而规范陪诊行业准则。通过协会的社会组织优势，培

养专业的陪诊团队，从陪诊师的医学素养、文化程度、工作能力等进行“同质化”培训。

将志愿服务与公益事业有效链接，发挥协会社会组织的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