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从业20年的护士，我在
胃肠外科已经10多年了，胃肠外科是
我待过最久的科室。在这个科室，我
干着最脏的护理工作，但同时也感受
到了四面八方的温暖。

造口护理和引流管护理是胃肠外
科的两个专科护理内容，可能对于其
他科室的护士来说，需要做一些看似
最脏、最棘手的工作，但大家都在岗位

上各司其职，不厌其烦，不怕脏不怕
累，直到教会患者及家属如何自行护
理造口。我们科室的引流管数全院最
多，下夜班的护士要对所有的引流管
进行观察、记录、倾倒……往往天还没
亮时我们弯下腰，等直起腰的时候，天
边已经露出鱼肚白。虽然胃肠外科是
护理工作繁重的科室，但这里处处充
满爱，科室主任、护士长领导有方，医

生护士工作高度配合，团结友爱！
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医院领导

和同事带给自己的温暖。我的两个孩
子都是在担任胃肠外科护士时出生
的，那时我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因
为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孕反很严
重，在怀孕一个多月时就开始请病假，
科室的同事和领导知道自己的身体情
况后，都很照顾我。

胃肠外科护士陈珍珍：
干着最脏的活，感受最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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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你我周全 敬白衣战“士”
“5·12”揭秘护士护理路上的“成长密码”

本报记者 李玲玲 杨静雯 林小杰 通讯员 陈丹红

燕帽圣洁，白衣荣光。在日常治疗中，他们是医生无时无刻的“眼睛”；在患者需要时，他们是病
房里看得见的“安全感”；在平凡岗位中，他们成就了医院护理事业的星辰大海。

你可知，从一名护理“小白”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独当一面的护理骨干、护士长，他们需要具备
什么条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六院福建医院
（晋江市医院）10位奋战在一线的护士，听他们讲述一路走来难忘的“成长记忆”。

从事护理工作二十八载，我视患
者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患者需要，无
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飞奔过去。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始
终专注自己护理工作的那一方小天
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临床一
线，凭借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和
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患者的信
赖。

每当看到病人痛苦解除、露出微
笑，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这些年，

我收获了无数这样的美好时刻，回忆
起来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满足。每一
个这样的时刻都镌刻在我脑海深处，
累了的时候回想起来，所有的疲倦就
会消失殆尽。

作为晋江市医院胃肠镜室的开
科护士，我遇到了许许多多患者。有
个食管癌术后的老人，需要经常来医
院进行扩张，由于以前做扩张都是在
无麻醉的状态下进行，需要将狭窄的
食管撑开才能进食，患者比较痛苦。

所以我就多跟老人聊天、安抚他，缓
解他的紧张和不适感。后来，那位老
人每次来都很开心，也感激护士们能
够跟他聊天，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他减
轻痛苦。

从业 28年来，我看过无数患者，
现在的患者和家属对护士都比较尊
重，特别是过去三年，大家对护士这
一职业更加理解了。虽然自己即将
退休，但我会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岗
位上执着奉献。

内镜室护士蔡黎娇：
一事专注，一念执着

在 8年多的从业时间里，一封尘
封了 6年的信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
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记得在 2021 年，当时医院刚要
搬到新院区，我们科室在整理材料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意见
箱。大家都很好奇，这个年代感十
足的意见箱里会装着什么东西。意
见箱打开之后，里面“躺着”一封信，

而信封上写着的收件人正是自己的
名字。

拿到信的那一刻，我内心十分好
奇，拆开信封，一行行看完信件内容
后，我的眼里满是感动的泪水。

那是一封感谢信，是一位患者家
属写给我的，时间是 2014年 12月 19
日，也就是我刚入职的第三天。这封
信唤醒了我的记忆，那个患者因为脑

出血，在医院里昏迷了很久。那时我
刚入职，怀着满腔热情想要服务好每
一位患者，这份热心感染了这位患者
的家属，在患者康复出院后，他们在意
见箱里放了这封信。

虽然这封信足足尘封了 6年，但
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我会继续坚
守初心，用真诚的心和温暖的微笑，给
病人带来希望。

神经外科护士朱瑞英：
一封尘封6年的感谢信

去年3月，晋江暴发新冠疫情，全
院上下都投入到抗击疫情中。那段时
间，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
小时以上，大家团结一心、共克难关。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凌晨 2点
30分开始清点人数，确保医护人员在
5 点前能出发，前往各个核酸检测
点。与此同时，仍然要保持科室的正
常轮转。从凌晨一直忙到深夜，这是
疫情期间所有“晋医人”的常态。

记得有一次，院部临时通知当天晚

上6点要到五里工业区采集核酸。我就
带着7名护士前往，这是我第一次入户
采样。当时我和7名护士连续爬了9栋
宿舍楼，每栋7层楼，我们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没有灯光，努力透过满是汗水的
眼镜和面屏，挨家挨户敲门采核酸，直
到凌晨1点才全部采集完成。虽然近
24个小时没有睡觉休息，但我在工作时
依旧精神抖擞，干劲十足。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护士，我经常
接触一些脑外伤、颅内肿瘤和脑血管

疾病的患者。这些患者都是情况比较
紧急、病情也较为危险，患者家属大多
处于崩溃边缘。所以，我们需要在承
担大量护理工作的同时，做好家属安
抚工作。“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这是我对于自己职业的理
解。护理之路，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
路，虽然有过误解和委屈，也有被需要
的感激和欣慰，我很荣幸从事了一份
可以常常帮助他人的职业，因为护理
不仅是治病，更是护人。

神经外科护士孙敏：
护理不仅要“治病”更要“护人”

尿毒症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时，
体外循环管路里有 200 多毫升的血
液，会以平均 230ml/min的速度，在体
外不停地运转四个小时，每周至少进
行三次透析治疗，患者才能像正常人
一样地生活。尿毒症被喻为“不死的
癌症”，一旦开始透析就要终身进行。
在血透室，我们就是血透“马拉松”患
者的忠实陪伴者。

2014年，那些陌生的血液透析仪
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管路，让刚来到

血透室的我一脸迷茫。我们的教科书
上介绍了肾衰竭后期的病人，要通过
血液透析进行治疗，然后介绍什么是
血液透析。至于如何操作仪器等问
题，书上并没有，我只能从头开始学
起。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我得以
适应血透室的工作。

2021 年，晋江市医院在搬新院
之前，我被安排负责筹备新院门诊
的建立、开诊、流程等工作。那段
时间，我每天和书一起度过，下班

了就抱着书学习，就连睡觉做梦的
内容也都是学习。

由于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中，我
几乎每天不着家，家里的两个小孩只
能请长辈来照顾。家里人从一开始的
不理解，到后来默默支持我的工作。
正是因为我的身后有家庭这个强大的
后盾，我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中。

在我看来，无论身在哪个岗位，
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活到老，学
到老。”

血透室护士谢幼兰：
连做梦都在学习

2016年我来到医院并进入产科，
一开始对产科充满好奇和忐忑，害怕
自己做不好。好在有同事的耐心指
导与帮助，让我更快地适应、融入其
中。记得刚到产科看到新生儿的时
候，感觉宝宝真的好小好可爱，捧在
手心都怕融化了。

第一次独立值产房的夜班，我突
然接到急诊电话，一名初产妇宫口开
了七八厘米，要送到产房，但产妇非
常暴躁，不停地叫喊。在和家属交流
中，我们得知产妇患有精神病，自从

怀孕后就停药了，并根据家属的描述
推测新生儿还未足月。于是我跟另
一名资深助产士快速准备产包以待
接生，结果产妇上产床后非常不配
合，我们只能叫来家属帮忙。我和另
一名助产士在底下一起接生，医生不
停地指导产妇，可是产妇不配合用
力，而此时已经可以看到胎发了，胎
心也在变弱！危急时刻，我们赶忙联
系新生儿科的医生，加上产科医生的
协助，新生儿顺利出生。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夜班，让

我深刻体会到迎接新生命诞生是
一件美好的事，但实现这样的美
好，需要专业产科团队无微不至的
守护。

每天看着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已经记不得迎
接过多少小生命，护理过多少产妇，
参与多少次抢救，但是我知道以积极
的心态对待每一个患者，不但要有扎
实的专业知识，更应该有同理心，多
站在患者的角度为他们考虑，更好地
为患者服务。

产科护士陈梅玉：
“迎接新生命是一件美好的事”

今年是我从事手术室护理工作
的第七个年头，从职场小白一路成长
走到今天，经历了许多挫折、怀疑和
迷茫。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第
一次独立上台时一脸发懵的样子，无
措的双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生怕会
违反无菌原则而污染术区，连最基本
的器械都仿佛“不认识”了。总之，开
始并不顺利。

跌跌撞撞地历练成长，现在的我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不管面对多么复
杂的手术，都能和外科医生、麻醉医
生一起默契高效地协作完成，得到周
围人的认可。我也养成相应的手术
室护理工作思维和理念，面对各种紧
急情况，都能够专业有序地处理。

记得有次做一个纵隔肿瘤手
术，由于病人的病情特殊，肿瘤和大
静脉界限不清，分离过程中血管撕
裂导致大出血。面对紧急情况，我

迅速准备好血管缝线、血管阻断用
物以及开胸器械等可能需要的物
品，沉着冷静地配合外科医生做好
应急处置，所有的器械及用物都处
于随时“待命”状态。

七年的时间，从手忙脚乱的发懵
“小白”到游刃有余的资深护士，很感
谢护理同仁、外科及麻醉医生给予我
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未来自己能够
不断精进技术，做好每一台手术。

手术室护士刘耀翰：
从“发懵小白”到“资深护士”

一晃眼，我来到 ICU工作已经三
年了。还记得第一天来医院报到，
一脚迈进科室时的心情，当时对这
个陌生环境充满了恐惧和忐忑。好
在有护士长和前辈们的理解和包
容，我慢慢地熟悉科室的仪器设备、
专科技术和理论，迎来职业生涯的
许多第一次：第一次独立当班、第一
次收病人、第一次写特护单、第一次
尸体护理……

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抢救，

当时接管了一个特重型颅脑损伤的
病人，其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所
以我一整个晚上都守在病人身边不
敢离开，出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向
医生报告。凌晨 6 点许，病人心率
突然变成 0 次，我当时就懵了！我
的带教老师大喊“快来抢救按压！”
这时候，我才回过神，立马给病人
进行胸外按压，没过多久心率恢复
到 124 次。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心，
病人的心率又骤降到 0次！医生护

士围作一圈，静脉推注肾上腺素、
持续按压等抢救措施一一进行。过
了半个小时，大家还是没能将病人
抢救回来，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死
亡，当时心情特别沉重，原来生命
如此脆弱，转瞬即逝……

作为一名初入护理的“小白”，我
在经历过许多的“第一次”后快速成
长起来，成为同事眼中值得信赖、能
够并肩作战的伙伴，希望未来我能够
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ICU护士何青三：
“原来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我从事急诊护理工作已经五年，
急诊科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面对未知
的情况，要在最短时间内采取最有效
的措施进行救治。刚开始真的特别
慌张、担心，因为自己初来乍到，怕能
力不足耽误了病人。急诊科内，陪同
患者就诊的家属情绪更为激动，而身
为医护人员，我们不能跟着慌了神。

在前几年的跟班学习中，老师总
是耐心地指导我们。如今我已能独当
一面，能够快速地对病人进行初步病

情判断，熟知需要采取的措施。当我
第一次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心里特
别害怕，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的生命这
么脆弱。看见病人家属在自己面前哭
泣，我心里特别难受，同时充满了无力
感。大家都很努力地救治每一位患
者，可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跑赢死神，我
们只能尽力做好每一个环节。

对于急救能力这个短板，我通过阅
读专业书籍、观察前辈施治病人、遇到
问题多请教，一点一滴地提升自己的能

力，希望能更好地帮助每一位患者。
虽然急诊科在大多时候是“兵荒

马乱”的，但也有很多让我们感到幸福
的时刻。有些老人家就像小孩一样，
给他们打针时，他们会不断夸奖“这个
护士打针不痛，老师傅就是不一样！”
这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
肯定。虽然我们脸上没表情，但心里
乐开了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
们也喜欢和病人多聊聊天，多关心病
人会让他们觉得更安心。

急诊科护士上官庆玲：
在未知的“兵荒马乱”中摸索

我是一名新生儿护士，从事护理
行业五年了，NICU主要是照顾未满
一个月的宝宝，工作内容小到换尿
布、泡奶、喂奶，大到给患儿插胃管、
抽动脉血、打留置针等。一开始进入
这个科室，面对如此忙碌繁重、经常
加班的工作，我也想过退缩。但当我
看到这些可爱的宝宝，就感觉充满了
动力。我们科室是无陪护的，所以我
们需要承担医护人员和“临时妈妈”
的双重角色，24小时巡视，观察宝宝

呼吸机鼻塞有没有掉落、血氧有没有
波动、呼吸有没有急促、有没有抓伤
自己……遇到宝宝哭闹，我们也要及
时安抚。

我刚开始跟夜班的时候，就遇到
一个从卫生院转来抢救的宝宝，送来
时心率、血氧不断往下降。我从卫生
院医护人员手中接过宝宝，心里既紧
张又害怕。将宝宝放入辐射保暖台抢
救，我看着同事为患儿吸痰，打留置
针，抽动脉血，协助医生气管插管……

宝宝被大家抢救过来，而我只能在旁
观望。从那刻起，我告诉自己，要努力
学习，绝不能拖大家后腿。于是我努
力学习打针、抽血、组装呼吸机……不
懂就请教前辈，经常为了多争取学习
的机会，与其他同事争相申请操作。

我喜欢护士这个职业，也热爱新
生儿护士这个岗位，一个个可爱的小
宝宝总能治愈我浮躁的心，也希望我
能继续沉住心，理论、操作两手抓，努
力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儿科NICU护士王云：
“看到可爱的小宝宝，感觉充满了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