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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概览：
陈埭中心卫生院的发展与担当

晋江市陈埭中心卫生院始建于1958年5月，前身
是苏厝公社保健院，2011年11月升格为中心卫生院，
2014年2月晋级为二级综合医院，自创建以来连年通
过二级医院复评；2019年4月与西滨镇卫生院建立紧
密型医疗次中心医共体；2019年 10月成立医院洋埭
院区，形成“一院三区”的布局；2020年 9月挂牌晋江
市中医院医疗卫生共同体陈埭分院，是福医大附属二
院、泉州一院协作医院，主要承担全镇26个行政村40
多万人口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任务。
该院是全国首批“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是福建省
首个成为医学高等院校实习基地、泉州市唯一一家被
评为“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的基层卫生院，
2019年和2023年先后通过“优质服务基层行”国家推
荐标准和社区医院建设省级评估。

柔肩担重任 双手护安康
陈埭中心卫生院：礼赞“生命守护者”

护理风采：护理团队的专业与温度

陈埭中心卫生院护理团队现有 101名注册护士，其
中副主任护师 2名、主管护师 56名、护师 30名、护士 13
名，是一支人员等级完善的护理队伍。

医院临床护理工作以多学科协同发展为核心架构，
重点涵盖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急诊科五大核心科
室。为适应医疗服务的持续优化，自2023年起，医院进一
步拓展专科护理服务范畴，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口腔专科
护理、康复理疗护理及慢性病管理护理等专项门诊护理
单元，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护理服务体系。

仁心仁术铸护理精魂，至精至诚护生命航程。陈埭
中心卫生院护理团队始终秉持“全人照护”理念，聚焦群
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需求，通过标准化护理流程再造、个
性化健康方案定制、有温度的护理环境打造，持续提升
专科护理服务能级，将“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的医学箴言付诸实践，用专业守护构筑生命防线，以大
爱护佑托举生命之光。

护理风采

在儿科担任护士长的这段时光，
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与收获的
时期。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天真无邪
却又饱受病痛折磨的小生命，以及他
们焦急万分的家人。这份工作不仅
考验着我的专业技能，更磨炼了我的
意志与心灵。

作为儿科护士长，我深知自己责
任重大。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
望与未来，他们的健康牵动着无数人
的心。因此，我提醒自己要保持高度
警觉与专注，确保每一次护理操作准
确无误，每一次病情观察细致入微。

儿科护理工作中，孩子们由于年
龄尚小，往往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不
适，这就需要我们护士通过细致的观
察与耐心的询问，来捕捉那些微妙的
病情变化。

在儿科，团队协作至关重要。无
论是与医生、护理同事还是患儿家属
的沟通与合作，都需要我们展现出高

度的专业素养与团队协作精神。我
时刻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培
训与学术交流，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在管理工作中，我注重引入文化
管理的理念，通过分享人生感悟、励
志故事等方式，提升团队成员的思想
境界与内在素质。坚持以患儿为中
心，对科室环境进行卡通图案点缀，
增添活泼气息；在元旦、六一儿童节
等特殊节日，为患儿送上小红花、气
球、小玩具、小零食等，努力营造一个
温馨、舒适、充满爱的治疗环境。

记得刚穿上护士服时，我曾问自
己：护理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九年的临
床实践给了我答案——它是深夜为危
重患者擦拭汗水时的轻声安抚，是为长
期卧床老人翻身拍背时的细致耐心，是
抢救室争分夺秒的团队协作，更是患者
出院时那句“谢谢”背后的生命重量。

在内科工作的日子里，我深刻体
会到，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疾病，更是疾
病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家庭。每
一位慢性病患者的长期随访，每一次
突发急救的生死时速，都在提醒我们：
护理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唯有将专
业与温情融入每个细节，才能真正践
行南丁格尔的誓言。

有位糖尿病足的老先生让我记忆
犹新。因足部溃烂反复感染，他一度
拒绝治疗。我们每天为他清创换药时
坚持聊天开解，还联系营养科定制食
谱。三个月后，他握着我的手说：“姑
娘，你们比我的孩子还贴心。”这样的

瞬间让我坚信：护理不仅是技术，更是
心与心的联结。

新时代对护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作为护士长，我深知肩上的责任：
既要精进危重症患者护理、管道管理
等专业技能，也要带领团队创新服务
模式；既要做好年轻护士的“传帮带”，
传承慎独精神与人文关怀，也要用信
息化手段提升护理质量。

愿我们永远记得第一次触摸患者
脉搏时的心跳，记得监护仪上律动的
曲线赋予我们的重托。

作为一名妇产科的医务工作者，
在产房迎接新生命的无数个日夜，让
我见证了生命诞生的奇迹，也目睹了
许多女性产后的艰辛。无数次看到
产妇因盆底功能受损而遭受漏尿、脱
垂的困扰，因身材走样、自信受挫，而
黯然神伤，我意识到帮助女性安全分
娩只是起点，她们产后的身心康复同
样需要专业的守护。带着这样的信
念，我开始转战盆底康复领域，用另
一种方式守护女性的健康。

在医院的“隐秘角落”，盆底康复
室是一片承载着女性健康与尊严的
特殊天地，这里没有急诊的喧嚣，却
充斥着患者难言的困扰与期待；没有
手术台的紧张，却需要用专业与温度
化解每一份难言之隐。作为盆底室
护士，我深刻体会到这份工作不仅是
需要专业素养，更需要拥有一份对生
命尊严的温柔守护。

记得初入盆底室时，我以为凭借

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能帮助患者解决
问题。然而，随着接触的患者越来越
多，我才真正明白盆底康复不仅是肌
肉与功能的修复，更是无数女性重拾
自信的心灵重建。每一次耐心沟通，
每一个精心设计的康复方案，每一个
鼓励的眼神，都是在为她们点亮希望
的光。我深刻体会到这份工作的意
义，让我有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内科护理工作是繁重而琐碎的。
面对各种复杂的病情和患者的需求，
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专注和敏
锐。从清晨的交接班，到深夜的巡视
病房，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患者的
康复进程。

记得有一次，一位老人突然出现
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我和同事
迅速展开抢救。吸氧、建立静脉通路、
监测生命体征……在护理部主任和科
主任的指挥下，抢救工作紧张而有序
地进行。最终，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
识和默契配合，我们成功将老人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看到老人逐渐恢复
平稳的生命体征，家属眼中流露出的
感激之情，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了内
科护理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在与患者的相处中，我学会了倾
听与理解。内科患者往往病程较长，
心理负担较重，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身
体上的治疗，更需要心灵上的慰藉。

有一位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
血糖控制不佳，情绪一直很低落。值
班巡视时，我耐心地和他聊天，了解他
的饮食、运动情况，鼓励他积极配合治
疗。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他的血糖逐
渐稳定下来。出院时，他说：“谢谢
你！”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护患之间的
信任与温暖，更坚定了我在内科护理
道路上前行的决心。

内科护理工作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旅程，虽然途中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但
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

最初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是源于
对燕尾帽和一袭白衣的美丽憧憬，那
是一个年轻而单纯的梦。然而，越扎
根这个行业，越发现护理工作远不止
于此。

在护理工作中，外科病人的病情紧
急、变化快，要求我们护士必须具备熟
练的护理技术、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
自我调节的能力。面对这些挑战，我也
曾在内心感到害怕和焦虑，担心自己能
否完美地护理好这些病人。但每一次
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功能锻炼指导，
都让我深深感受到护理工作的价值。

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地患者因为
车祸导致左胫腓骨骨折，由于两位夫
妻年纪较大，文化程度有限，且亲人都
在老家，日常的生活照顾需要我们护
士格外关注。平时，我闲下来都会去
这位老人的床旁嘘寒问暖，提供一些
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宽慰她的焦虑
情绪，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指导老人家

进行床上的适时功能锻炼，避免术后
血栓形成及患肢的肌肉萎缩、关节僵
硬。经过半个月的精心护理，老人家
康复出院并且无任何并发症产生。出
院时，她满怀感激地与我们道别。患
者康复的笑容，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值
得的。

作为一名护士，我深感荣幸与自
豪。我将继续坚守这份神圣的职业，
以爱为名，以责任为翼，用心去呵护每
一个生命，让爱与希望如花儿般在医
院的每个角落绽放。

刚进入医院时，我面对的是复杂
多变的分娩环境和产妇的各种需
求。那时的我，虽然怀揣着对生命的
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但实际操作经
验却相对匮乏。在资深助产师的悉
心指导下，我逐渐掌握了分娩接生的
技巧，学会了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冷
静，果断处理，用专业技能帮助产妇
顺利分娩；同时，也学会了倾听、安慰
和鼓励，让每一位产妇都能感受到尊
重与温暖。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开始参与复
杂病例的管理，如高危妊娠、难产处
理等，这些经历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专
业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每一次的
成功接生，都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选
择，也让我更加热爱这份职业。

助产师的工作远不止于技术操
作，更重要的是传递人文关怀。我们
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时刻，也深刻
理解到每个家庭背后的故事与需

求。通过建立信任、尊重的医患关
系，我们不仅帮助产妇度过了人生中
最艰难的阶段，也成为她们生命中重
要的一部分。这种情感的连接，让我
们的职业更加有意义。

助产师的职业生涯是一段充满
爱与奉献的旅程。在这条路上，我们
既是技术的实践者，也是心灵的抚慰
者。每一次成功的分娩，都是对我们
工作的最高赞誉。

急诊室是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
最前沿阵地。作为一名急诊科护士，
面对心搏骤停、严重创伤、急性中毒
等随时可能威胁生命的情况，我们必
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迅速完成
心肺复苏、开放气道、建立静脉通路
等急救操作。在患者抵达的黄金抢
救时间内，急诊护士的专业处置效
率，往往直接决定患者能否脱离生命
危险。

我深知肩上的责任，始终以“救
死扶伤”为准则，熟练掌握各项急救
技术。面对危急重症患者能保持镇
定，高效执行抢救措施，严格执行无
菌操作、药物现配现用等规范，降低
感染风险，并能在抢救中快速配合医
生完成操作。同时，积极参与科室培
训与病例讨论及文献学习，不断更新
急救知识。

面对高强度工作，我能够主动观

察患者需求，提供个性化护理（如指
导家属护理要点、安抚情绪等）；能够
换位思考，注重沟通技巧，缓解患者
家属焦虑，建立信任。

未来，我将继续提升应急能力，
定期回顾工作中的不足，优化流程并
提升服务，为患者提供更高效、人性
化的护理服务。

儿科的深夜总是裹挟着各种哭
声：有新生儿细弱的呜咽，有幼儿沙
哑的啜泣，还有少年倔强的抽噎。我
们穿梭在病房里，有时需要化身超
人，安抚被噩梦惊醒的男孩；有时又
变成解语花，劝慰执意要抱孩子去走
廊散步的爷爷。而当遇到高热惊厥
的婴儿、过敏性休克的幼儿、异物卡
喉的学步儿时，我们就像被按下了快
进键，如一群在暴雨中抢修堤坝的
人，用注射器当铲子，用监护仪作灯
塔。连夜奋战后，晨光从百叶窗的缝
隙渗进来，在抢救车不锈钢面上折射
出细碎的彩虹，像极了去年儿童节孩
子们用彩纸折的千纸鹤。

有人问，为什么选择在儿科熬
这些不眠之夜？或许是因为，在某
个哭闹的深夜，那个腹泻的小患者
突然抓住我的手指，用沾着奶香的
声音说“阿姨不哭”；或许是因为，凌

晨四点为脱水患儿扎针成功后，他
妈妈塞给我的那颗温热的巧克力；
又或许，只是喜欢看这些小小的身
体在病痛后重新舒展，像雨后重新
打开的蒲公英。

每当忙碌过后推开窗，看见远处
居民楼的万家灯火时，忽然明白：我
们守护的不仅是病房里的 28 个床
位，更是这座城市里 28颗正在生长
的星辰。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新生
儿监护室的玻璃窗时，我轻轻调整着
早产儿暖箱的温度，看着那些粉嫩的
小手在睡梦中无意识地挥动，监测器
上跳动的绿色数字与墙上生动的卡
通画像，构成了这个空间最动人的生
命韵律。

在这个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童话
王国里，医生是持剑的骑士，药师是
调配魔法的巫师，而我们护士，则是
永远守在城堡走廊的守夜人。当第
一次成功为哭闹的幼儿穿刺时，当患
儿主动握住我的听诊器时，当患儿治
愈出院开心地与我道别时，让我更加
坚定了自己守护患儿的初心。

也许有人不解，为何我们能日复
一日面对针管与哭闹依然眼含笑
意。我想起监护室里那些绑着卡通
绷带的小勇士，想起家长通宵守候时
衣襟上的泪痕，想起每次抢救成功后
晨会上相视而笑的黑眼圈。这些瞬

间如同溪流中的鹅卵石，经年累月将
我们的心打磨得愈发温润透亮。

在儿科病房的走廊里，时间是以
不同的单位计算的——可能是心电
监护仪间隔的蜂鸣，可能是退烧时额
头沁出的薄汗，也可能是孩子长出第
一颗新牙的周期。十二年护理生涯
教会我，真正的治愈从不是单方面的
给予，而是生命与生命相互照耀的过
程。

生命守护：
护理人的坚守与奉献

护理工作，是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
石，是连接医患的温暖桥梁。从患者入院时的
细致评估，到治疗过程中的全程监测，再到康
复阶段的悉心指导，护理人员以专业的知识和
丰富的经验，时刻关注着患者的身心状态，为
医疗方案的精准实施保驾护航。他们如同敏
锐的“生命侦察兵”，凭借对病情变化的高度警
觉，总能在细微之处发现潜在风险，为及时救
治争取宝贵时间；又似温暖的“心灵抚慰师”，
用温柔的话语和贴心的关怀，驱散患者的焦虑
与恐惧，给予其战胜病魔的勇气。护理工作不
仅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与生活质量，更是
维系医疗安全、提升医疗服务温度的关键所
在。正是无数护理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
付出，才构筑起守护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让
医疗服务充满人性的光辉与温度。

值此“5·12”国际护士节之际，陈埭中心
卫生院评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护理代表。是
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暂别温暖小家，义无反顾
投身守护大众健康的使命？在漫长的职业
生涯中，又有哪些刻骨铭心的瞬间，始终镌
刻在他们心间？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白衣
天使们用真诚与热爱诉说的动人故事。

与爱“童”行：揭秘儿科护士长的硬核与温暖
——儿科护士长庄娅里

内科护士的坚守：以温柔抚慰病痛时光
——内科护士黄佳莹

急先锋与守护者：守护生命 分秒必争
——急诊科护士陈如华

内科护士长：用专业丈量生命刻度
——内科副护士长王容容

刀尖上的“幕后英雄”：外科护士的细致与担当
——外科护士郑秀清

天使在儿科：星光下爱与希望的守望者
——儿科护士杨婉娥

托举隐秘的希望：盆底康复护士的温柔重塑之路
——妇产科护士张碧清

产房里的生命摆渡人：助产师的爱与责任
——妇产科助产师王丽萍

童话王国里的守夜人：以护理之名守护患儿
——儿科护士庄真真

本版由本报记者吴清华，
通讯员王旋旋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