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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致敬白衣天使———

你的优质护理，我们的舒心就医
今年5月12日是第112个国际护士节。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5·12护士节相关工作的通知》，确定今年我国护士节的主题为“发

展护士队伍，改善护理服务”，号召采取暖心、用心的举措关爱护士，关心关爱广大医护人员。
有人粗略计算过，如果从20岁开始从事护理工作，退休时一名护士在病房穿梭而走的路程，相当于围绕地球二圈半。在这条路上，无数人用爱、执着、

奉献甚至牺牲，刻写着护理服务的里程和路标。
记者走进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护士站，听他们讲述护理一线的故事。

滨医附院神经外科护士长王洪岩———

芳华三十四载，择一事终一生
53岁的王洪岩是滨医附院神经外科

护士长，也是科室里从业时间最长、年纪
最大的护理岗位“老大姐”。

1989年，19岁的王洪岩从滨医护校
毕业后就加入了滨医附院的大家庭，至
今34年过去了，从粗浅认知到深入探索
专业领域，从最初的茫然失措到现在的
信念坚定，她深感护理事业的崇高价值，

“非常享受这份工作的成就感”。

一天输液350袋
护士站是忙与累的交响乐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病房接了一名
60多岁的患者，有几十年吸烟史，感染后
痰多却咳不出来，躺下后痰几乎铺满了
肺部，只能靠护士吸痰。“15分钟吸一次
痰，连续吸痰两天他的血氧值才慢慢上
来。”王洪岩回忆说，为了抢救这个病人，
她们拍痰、吸痰、俯卧位通气轮流进行，
老人说他最终恢复全靠护士尽心护理。

“今年最忙的时候是3月份，一天输
液350袋。”王洪岩说，这些输液用药不但
要与病人“对号入座”，同一个病人的用
药也根据病情恢复情况进行调整，不同
时候用药顺序不同、类别不同、滴速不
同，不容许有任何差错。

除去病情暴发的特殊时期，护士站
的日常工作也是忙碌满格。这里的病人
有昏迷的、气管切开的、带着各种营养管
的、带着鼻肠管的等，很多病人自己不能
动，病情也危重，有时一晚上接四五个急
症病人，这就要求护士尽心负责。

“每周四是卒中日，医院收治的所有
脑梗、脑出血患者都来我们病区诊治，有
时候一天能收20多个病人。”王洪岩说，
忙碌和辛苦是护士站的交响乐，“我们要
用专业的护理服务奏响最美的奏鸣曲”。

“护理要做到点上去”
预见性的护理措施更重要

在王洪岩看来，过硬的护理救治技
术是岗位能力的标配，预见性的护理措

施则更重要，“科室接的多为急、重病人，
住进来的病人大都是病情最危重的时
候，需要我们多关注、勤观察，及时发现
病人的细微变化，想办法预防病人病情
加重。”

5月9日，一名垂体瘤手术病人转入
病房后，护士夜间巡查病房观察到病人
左眼上眼睑下垂，抬不上去，肢体活动也
不灵活，立即复查CT，结果显示血管狭
窄。经过及时用药治疗，病人很快恢复。

“这种病人术后易发生脑梗，如果护
士查房只是看看，观察不仔细，等到早晨
才发现的话，堵塞的血管可能再也通不
开，病人极有可能发生偏瘫。”王洪岩说。

王洪岩表示：“护理要做到点上去，
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护理方案。”记住不
同疾病的护理要点，及时发现，有效处
理，是每一名护士的基本功，也是护理岗
位成就感的来源，“我们很高兴能够及时
有效帮到那些需要帮助的病人”。

改进一点 一年几百人受益
以人文关怀建设温馨病区

不断提升护理能力，改进护理服务，
是王洪岩一直以来的追求，她鼓励护士
钻研护理质量提升项目，学习护理新
技术。

不少老年患者的留置针打在手背上
1至2天就容易出血，需要拔除更换。王
洪岩查阅资料，发现可以打在前臂，这样
能留置3至4天，可以减少患者疼痛，节约
费用。“我们的一点技术改进，一年就有
几百人受益。”王洪岩说。

她还坚持温馨病区建设，注重人文
关怀。病区噪音多，影响病人休息，就配
备噪音仪，不同时间段检测噪音分贝，提
醒家属关闭手机铃声，保持病房安静；为
确保术后病人休养，制作温馨提示牌，悬
挂在病床前，让关心细致入微。

在王洪岩看来，用一份阳光心态，一
抹亲切笑容，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工作氛
围，把医院倡导的“舒心就医，全心全意
为患者服务”的理念落实在工作一线，也
是每一位滨医护士特有的魅力。

滨医附院急诊科重症监护病区副主任护师陈凯———

患者网约下单备注最多的“男丁格尔”
在滨医附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

项名为“网约护士”的便民服务。市民可
以通过自助下单，预约护士上门服务，服
务种类涵盖了专科护理、常见护理、母婴
护理三大类别，每一类别又细化到具体
的服务项目，节省了患者就医时间和
费用。

支撑这项便利服务的，便是滨医附
院的护理团队，陈凯作为一名男护士，是
许多男性患者选择上门护理服务的最佳
人选，一度成为患者下单备注最多的“男
丁格尔”。

牺牲休息时间
半年上门服务90余人

“从今天早晨下夜班，到现在已经完
成了两单。”5月10日下午，在滨医附院急
诊科重症监护病区护士站，副主任护师、
呼吸治疗师陈凯向记者展示了他刚刚完
成的上门护理服务业务，一单在杨柳雪
街道办事处，一单在彩虹湖社区。

“有些护理项目病人家属不会做，长
期患病的病人每次都来医院非常不方
便，也不利于身体恢复。”陈凯说，他们都
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服务，每次上
门，他都详细讲解操作步骤和护理要点。

这种服务，从2022年8月开始，陈凯
已经坚持了八个多月。“疫情防控期间，
我和另一名男同事几乎承担了所有男性
患者的上门护理服务。”陈凯说，当时不
少医护人员、病人都因感染发烧，为了不
耽误病人护理，他发着烧坚持在岗，做好
足够的防护措施，继续上门服务。

正是由于他技术过硬服务贴心，许
多患者下单时都备注让陈凯上门。“到现
在一共接了90多单吧。”

投身抗疫转变了心态
专业成长宽慰了自己

实际上，中西医结合专业的陈凯，从
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男护士。

从业12年，做过3年院线急救，36岁

的陈凯与护理岗位结缘开始于医院急诊
监护室的成立。重症监护护理对护士的
体力、耐力、仪器设备操作等方面都有更
高要求，男护士在这些方面更有优势。

成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后，陈凯的
业务学习并未就此止步。2016年，基于
科室业务发展需要，他去北京学习了呼
吸治疗师这一新兴职业，在危重患者的
呼吸治疗、呼吸机的操作使用、气道的管
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学习精进，学成以
后及时应用于科室业务工作开展，进行
了相关护理技能的标准化、流程化、规范
化建设，科室呼吸机业务也开展起来。

2020年，赶上疫情暴发，陈凯主动
报名援鄂抗疫。“正月初四，我作为山东
省第二批医疗队员到达湖北。”陈凯说，
亲临疫情一线，他感到很震撼，“病人多，
病情重，大多是呼吸系统疾病。”鉴于病
情特点和专业特点，陈凯主动找到医疗
队的大队长，建议成立呼吸康复团队，

“很快成立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人团队，提
出了最早的肺康复概念，开始实施俯卧
位通气治疗。”

后来，陈凯关于俯卧位通气治疗的
论文发表，他也因在抗疫中的突出表现
被评为“山东省抗疫先进个人”。

这次抗疫的经历对陈凯触动很大，
他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国家的
强大。“回来后，我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
样了，以前我是个脾气比较急的人，会因
工作和别人争执。”陈凯说，经历了疫情，
他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不管同事、病
人、病人家属，只要你有需要，只要是我
能提供的，我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你。”

帮长期卧床的病人摆脱尿管，和湖
北的患者成为时常联系的朋友，成为同
事眼中的“呼吸专家”，带了四五个徒弟，
是护理学院上血液净化、呼吸治疗两门
课的副教授，获得滨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山东省品管圈大赛一等奖第一
名……在护理岗位上，陈凯从最初的不
适应，到成就满满，每一步都脚踏实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慧慧 通讯员 张莹莹

陈凯在为病人吸痰。王洪岩带队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