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这一天是所有护士的专属节日，又只是他们普通而忙碌的平凡一天。
人们常说护士是最美丽的人，也是最可爱的人。出生时，他们帮助我们拉开了人生的帷幕；患病时，他们帮助我们

尽早恢复健康。他们用真诚的爱，抚平了我们的伤痛；他们用如火的热情，点燃了我们战胜疾病的勇气。
在第 109 个国际护士节到来前夕，本报姐妹花记者专门走进市妇保院，随机体验了 3 个不同岗位护士的日常工

作，零距离感悟这份工作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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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在身边 爱心暖人间
姐妹花记者走进市妇保院体验不同岗位的护士工作

每天消毒双手上百次

“滴、滴、滴”9 日 10 时 10 分，原本安静的新生儿

科 NICU 病房突然发出一阵警报声，监测 3 号暖箱

（新生儿病床）的仪器不断闪烁着红灯。

原本负责该暖箱的护士曹巧玲此时正在给另一

个暖箱的新生儿更换营养液，一时脱不开身。同一

病房的护士金晓春见状立马明白了情况，直奔3号暖

箱查看。路过一个暖箱时，金晓春用力按了下放在

暖箱旁边的免洗消毒液瓶，挤出满满的液体，一边走

一边在手上搓洗，动作一气呵成，熟练到似乎是身体

的本能反应，脚步未有一丝耽搁。

走到暖箱前，金晓春双手也已消毒完毕，这才打

开了暖箱。“没事，是宝宝不小心把绑脚上的监测器

挣脱了。”金晓春一边说，一边迅速把监测器固定回3

号新生儿的脚上，并开始查看孩子挣扎的原因。

“尽管这次是虚惊一场，但对每一次警报我们都

得百分百重视，不仅反应要快，流程也一定要到位，

每次打开暖箱前，我们的双手都必须严格消毒。”在

一旁充当“解说员”的新生儿科护士长朱惠洁说，尽

管金晓春在2分钟前刚用消毒液洗过手，但她已经接

触过别的暖箱和新生儿，所以在打开 3 号暖箱前，她

的双手必须再次消毒，尽可能避免病菌感染新生儿。

按照每开一次暖箱就要洗一次手的规范，记者

跟在金晓春旁模拟体验了 1 个小时。这 1 个小时里，

记者仅仅做了给新生儿换尿布、喂奶、给药这 3 个事

项，就用消毒液洗了18次手。体验结束后，记者感觉

双手有些刺痛感。

但这对新生儿科NICU病房的护士来说，早已习

以为常。记者体验过程中发现，病房里共有 12 名重

症新生儿，2 名护士，每名护士需要负责 6 台暖箱。

从换尿布、擦洗、喂奶等生活性护理，到量血压、测体

温等日常查房，再到给药换药、按摩、口腔干预运动

等治疗性护理，每名护士护理1名新生儿就要把双手

消毒近 20 次，护理 6 名新生儿双手就要消毒 120 次，

这还不包括出现警报等特殊情况。

“消毒液洗多了，手上的皮肤很容易受伤。不久

前，我们科室就有一位年轻护士，因双手消毒太过频

繁受伤，被临时转调到其他病房。”朱惠洁说。记者在

体验过程中也注意到，新生儿科护士的手背普遍干瘪

皱巴，有的还有因起疹留下了疤痕。而这于他们，却

正是用耐心和爱心做好本职工作留下的最美凭证。

一天写完一整支笔

“你好，请出示健康码，这边量一下体温，近

期有没有去过武汉、哈尔滨、广州等地？有没有

接触过动物或麻疹病人？手足口腔是否有疱疹

皮疹？”9 日 12 时，在门诊大楼门口，负责预检分

诊的护士汤玉芬穿着层层防护服，一边流着汗一

边对前来就诊的病人做流行病学史问询登记。

记者作为“助手”在旁辅助填写登记表。

预检护士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

轻松。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市妇保院对发热病

人和非发热病人实行分开就诊，再加上我市中小

学生复学前都需要提前到医院检查并开具复学

证明，导致市妇保院内人流量激增。在体验过程

中，记者随着汤玉芬一会站起来问询、测体温，一

会坐下来填写登记表，没一会就开始全身冒汗。

想来，必须一整天都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护面罩

的汤玉芬肯定早已浑身湿透了吧。

在就诊记录登记表上，记者需要详细填写病

人姓名、性别、年龄、发病日期、体温、症状、流行

病学史等信息，每填写一位发热病人的相关资

料，都得花上好几分钟。汤玉芬告诉记者，最多

的时候，市妇保院一天来了 100 多名发热患者，

光填写登记表就用完了一整支中性水笔。

“其实热点累点都不算什么，最怕的就是遇

到不理解、不配合的患者或家属。”汤玉芬说。在

体验过程中，记者发现大部分患者和家属都比较

配合预检工作，但确实也有少数患者和家属出言

不善，甚至情绪激动想硬闯。

遇到这样的情况，汤玉芬始终保持冷静，耐心

劝说。“来就诊的患者心里肯定都很急，难免会遇

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人，我们也能理解，受点委屈也

没什么。但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丝毫不能松懈

大意，所以尽管再苦再累甚至被误解，我们还是要

牢记职责、坚守岗位，全力把好预检分诊这个疫情

防控第一关，该问的该登记的一个也不能漏检。

这不仅是对我自己负责，也是对所有前来就诊的

市民和医生负责。”汤玉芬说。

记者了解到，由于预检分诊 24 小时离不开

人，高峰期甚至需要配备 2 名护士共同值守，所

以该岗位由输液急诊室和便民中心两个科室的

14名护士一起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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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诗人，或许不能用华丽的辞

藻来讴歌自己的职业；他们不是歌手，或

许不能用动人的歌来喉歌颂自己的岗位，

但他们却被人们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

——白衣天使。

今年的护士节，对于正在经历新冠肺

炎疫情的我们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有一份格外的珍重。因为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这一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位位白

衣天使以他们的热血和汗水、英勇和坚

忍，践行着关爱生命、救死扶伤的南丁格

尔精神。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护士是生活中的普通人，但总有一份

使命感，让母亲吻别了甜睡的婴儿，女儿

瞒过了年迈的父母，妻子告别了新婚的丈

夫，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

中。

向白衣天使致敬，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而是要在全社会努力营造一个尊重护

士、爱护天使的和谐氛围。今天，若您见

到了这些白衣天使，不妨给他们一个灿烂

的微笑吧，因为此刻，千千万万的白衣天

使正在临床一线，共同守护着那盏“南丁

格尔之灯”。

今天，让我们一同为白衣天使点赞，

祝愿他们节日快乐！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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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今天，请给他们一个灿烂的微笑

【体验岗位】助产士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
【体验岗位】新生儿科NICU病房护士 【体验岗位】门诊预检分诊护士

“快进来，有个产妇正需要你的帮忙。”9 日 8 时，

记者在产房护士长任巧靖的帮助下，完成了消毒、更

换隔离衣帽等消毒工作，进入了分娩室。

任巧靖说的产妇是年仅21岁的小何，这是她的第

一胎。当天凌晨2点，小何入院后被直接送进了待产

室。记者见到小何时，她的宫口已经开到了6厘米，宫

缩越来越密集，强烈的疼痛感让她一度情绪崩溃。

为了缓解小何的疼痛感，任巧靖拿来了分娩球，

扶着小何坐上了上去。同时，任巧靖又蹲了下去，一

边安抚小何，一边给她做腰背部按摩。记者在任巧

靖的指导下，也试着给小何按摩了下。但是不到 10

分钟，手指就已经开始酸痛，脚也开始发麻。

“还是我来吧，这姿势一般要保持半个小时，多

的话甚至要2小时左右。”任巧靖说，别看这只是个小

小的待产按摩，但它需要的不仅是专业技术，更要有

耐心。力度轻重要适宜，按摩手法要正确，不然都达

不到让产妇缓解疼痛的效果。还要用心慢慢来，不

能着急，要让产妇安心。

在任巧靖的安抚和按摩下，小何情绪渐渐稳定，

疼痛感也得到了缓解。专业和人文关怀，在这一刻

的任巧靖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

9 时 35 分左右，小何宫口全开，进入产房。

“我没力气了，生不动了！”长时间的待产煎熬几乎耗

尽了小何的体力，也击垮了她的意志，一直没怎么喊

疼的她再也忍不住了。见小何汗流满脸的样子，记

者在一旁也紧张得双手握拳。

“加油，再坚持一下就能见到宝宝啦！”“来，现在

深吸一口气憋住，顺着后腰往下使！”任巧靖一边鼓励

小何，一边引导她正确呼吸用力。此时的小何已经有

点疼到睁不开眼睛。但任巧靖的声音，仿佛一剂强心

针，让小何不自觉地跟随任巧靖的节奏呼吸用力。几

番努力过后，一个顶着黑色乳发的小脑袋终于出现

了。在下一个宫缩期，任巧靖再次提高了嗓门：“使

劲，再来一次，宝宝马上出来了！你做得真好！”

9 时 59 分，一个小生命顺利降生。此时的任巧

靖和同事们也是满头大汗，但她们还顾不上喘气，因

为工作还没有结束。只见她们彼此分工有序，细心

地为宝宝擦拭身体、清理呼吸道，同时为小何检查软

产道、缝合伤口。任巧靖说，看到宝宝平安落地，是

她们感到最开心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