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当“仁”不让 奋斗未有穷期
仁济新青年用行动擦亮“全国青年文明号”

他们，风华正茂，追求理想；他们，坚守信仰，勇于奉献；他们，奋发向上，
积极进取。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仁济新青年。

日前，江门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区参与了第21届“全国青年文明号”
创建申报，通过综合考核成功入围获得推荐并进行公示，实现了江门市卫生
健康系统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历史性突破。

“全国青年文明号”不仅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该院青年集体在新
时代再立新功的生动证明，也从侧面展现出该院共青团组织服务国家卫生健
康建设、推动行业发展、弘扬文明风尚的青春风采。

荣誉的获得，从来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在江门市中心医院党委的领
导下，上级团委的关心支持下，该院团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全力打造“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四维工作
格局，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助力青年矢志奋斗，建功新时代。该院
团委先后获得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奖项。

思想引领铸魂，护航青年成长。该院团委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实践系列活
动、“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青年读党史、团员青年“学习宣讲员”绘声绘
色讲党团课等活动，把稳青年的思想之舵、补足青年的思想之钙，引领团员青
年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紧扣中心工作，凝聚青春力量。一直以来，该院团委始终坚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工作主线，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通过制
定《江门市中心医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为医院青年发展提供“说明书”
“路线图”和“借鉴表”，让他们在实践淬炼中练就过硬本领，用实干实绩奏响
青春建功的时代强音。

延伸服务内涵，彰显“青年担当”。面对疫情，该院团委积极发扬“党有号
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带领广大团员青年逆行而上、冲锋在前；秉承“医
心向党、仁济为民”的理想信念，多名青年医疗骨干积极参与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藏援疆任务，在当地开展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式”帮扶；不断创新医务社
工服务项目，推进“社工+义工”服务模式，促进志愿服务规范化、品牌化，引领

青年在志愿服务中成长。近三年来，该院开展义工服务活动1292场次，完成
志愿服务时长85337.75小时，服务人数632280人次。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白衣天使，到潜心“抗癌”的科研达人，到为生命
接力的临床医者，到守护生命电波的医技“护心人”……一个又一个仁济新青
年用一片热忱守护万家安康，用行动展示新时代团员青年的青春力量和“硬
核”担当。他们，逐渐成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青春生生不息，奋斗未有穷期。未来，该院团委将继续以青年文明号创
建工作为载体，努力打造一支“精医术、讲奉献、敢担当、勇攻坚”的青年医护
队伍，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为“健康江门”建设添砖加瓦。

昨日，记者走进江门市中心医院，采访了该院6位青年代表，用镜头和笔
触讲述仁济新青年逐梦的故事，看他们如何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姿态，在卫生健康领域孜孜以求，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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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是一往无前的拼搏；燃，是敢想
敢干的决心；燃，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为一名心血管内科医生，赵健斌
经常要和手术台“打交道”。“有时一天要
参与10多台手术，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是
常态，忙时要到凌晨一两点。”赵健斌说，
心血管内科面对的都是急危重病人，因
此，要时刻保持冷静，做到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必胜。

疫情防控严峻的时候，赵健斌还主
动报名参加支援医疗队。2022年3月，
他多次支援市内外的核酸大筛查，其中
连续支援外市5天。同年底，他又义不容
辞地支援发热门诊，每天接诊大量发热
患者，以全勤的记录扛下了第一波高
峰。面对紧接而来的重症高峰，他再次
转换角色，投入到重症患者的救治中，连
续支援感染科ICU，直至高峰过去。

去年10月，医院因新冠疫情封闭，
赵健斌被派到支援核心科室胸外科。有
一名术后病人，因外周血管打针困难，需

医生做深静脉穿刺。由于特殊时期，麻
醉科医生不在现场，情况十分紧急。赵
健斌想到自己经常开展心血管手术，平
时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便主动提出尝试。

“当时手上戴着三层防护手套，防护
面罩也起雾了。”赵健斌说，得益于平时
的训练，他一针就把血管穿中了。

从医7年，赵健斌以扎实的理论知
识和过硬的专业技术，让更多患者受
益。他曾连续两届获广东省青年医师临
床技能大赛一等奖，连续三届获“心动中
国”心电大赛广东省一等奖，以第一作者
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7篇，担任广东省
医学会心脏起搏与电生理学分会第五届
青年委员。

在他看来，医学不是冷冰冰的科学，
更蕴藏着许多人文关怀。“现代医学高速
发展，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不仅要
不断提升专业技术，更要给予患者多一
份人文关怀，用真心真情对待病人。”赵
健斌说道。

“燃系青年”赵健斌：

用心用情 点燃奇迹 燃燃 “硬核医生”张鹏：

守护生命 拼尽全力拼拼

重症医学科（ICU）是离死亡最
近、也离希望最近的地方。“这里是守
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我们则
是‘守门人’，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
能,我们也要付出一万分的努力。”市
中心医院ICU副主任医师张鹏说道。

张鹏的日常总是忙碌的，凌晨一
个电话被叫到医院，是家常便饭。作
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救治团队成
员，张鹏也曾经在深夜前往开平、台
山等县一级医院进行ECMO装机转
运。“跨区救援意味着通宵奋战。”张
鹏表示，虽然累，但看到病人能抢救
过来，疲惫感瞬间就没了。

2021年初，张鹏赴恩平市人民医
院挂职ICU副主任，负责医疗技术指
导等传帮带工作。当时有1例儿童病
患突发暴发性心肌炎，血压非常低，
心衰很严重，病情十分紧急。正巧张
鹏值班，他一边迅速将患儿转入ICU
治疗，一边联系市中心医院协调转院

治疗。市中心医院专家与恩平市人
民医院医生联手，为患儿启动ECMO
替代心肺功能。经过一周治疗，将病
患从死亡线拉了回来。这也是江门
市首例儿童ECMO植入救治成功的
患者。

对走入生命末期的病人而言，
ICU就成了事实上的临终关怀病房。

“面对无法挽救的病人，我也会感到
十分心酸。”张鹏坦言，“作为医生，我
们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坚持到最后
一刻。”

作为 ICU医疗组长和硕士研究
生导师，除日常临床工作和指导学
生外，张鹏还要专注医学研究，深探
医学前沿领域。“平时陪伴家人的时
间比较少，只有等孩子熟睡后，才有
时间去翻看文献、做课题研究，通常
已是深夜。”张鹏有些无奈，但十分坚
定地说：“舍小家，为大家！这也许就
是医生的工作常态。”

勇敢逐梦是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主管护师潘彦霖的人生底色。为提高
神经外科专科护理能力，2019年，她考
取暨南大学在职研究生并取得硕士学
位，2021年完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
经外科专科护士培训。

神经外科重症病房的病人，大部分
病情危重、处于昏迷状态且病情变化
快。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往往无法自诉
需求或不适。“这就对护士的专业能力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潘彦霖说，正确观
察病情是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基石，及
时作出应对措施，更考验一名护士扎实
的专业能力。当危重病人经过他们的
治疗护理转危为安时，那一刻，他们内
心充盈着最大的满足感。

作为科室业务骨干，潘彦霖协助护
士长做好神经外科护理管理，结合循证
和科研构建专科护理质量指标，在危重
病人护理、气道护理、营养管理、预防管

道脱出、预防深静脉血栓、失禁性皮炎
管理等方面进行持续、量化质量管理，
并应用综合性患者安全项目开展科室
防误吸管理，切实降低神经外科患者并
发症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同时，潘彦霖也是江门市护理学会
神经专委会青年委员，协助江门市护理
学会神经专委会开展“防误吸高风险床
旁徒手盲插胃肠管置管适宜技术”、筹
建广东省首个地市级神经科护理专业
护士培训基地，并担任授课老师，为江
门地区，尤其是基层医疗单位培养专业
护士队伍，推动五邑地区神经科专科发
展作出努力和贡献。

在她看来，好护士要具备三颗
“心”：热爱心、责任心、学习心。唯有热
爱，才会以满腔热情面对工作；唯有负
责任，才会以仁爱之心面对患者；唯有
持之以恒地学习，才能不断升级自己的
技术水平。

“护理硕士”潘彦霖：

一路向阳 勇敢逐梦 勇勇
名片：34岁，神经外科主管护师，从事护理工作12年，

曾荣获院“优秀护士”称号。

“幕后天使”赵格：

“检”以求真“验”以求实真真

作为一名从医2年的新青年，“90
后”赵格靠着刻苦钻研和不服输的精
神，不断积累经验，反复实践，在极短
的时间内熟悉了检验科的全部工作。

每天，赵格都要和血液、尿液、痰
液等各种标本打交道。有人曾形容，
检验科就像是被封闭起来的“闷罐”，
工作繁琐又单调。但在赵格看来，每
一个步骤，每一项数据，每一张检验
报告，都关乎着患者的生命，是一份
郑重的承诺，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信
任。

“医学检验是一份精益求精的工
作，校准、室内质量控制、检测、审核
……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有半点马虎，
这些结果会为疾病的诊断、治疗、预
后及预防提供重要参考，多一个数
字，或少一个数字，检验结果就会有
天壤之别。”赵格说，每天都做同一件
事，非常考验人的细心耐心，而每天

能坚持做好是难能可贵的。
在她看来，检验是个良心活，虽

不在临床一线，但压力一点也不比临
床医生小。“作为‘幕后工作者’，我们
就是在平凡和沉默中，找寻医学的真
知。”赵格说，精确是他们的工作标
准，而严谨则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刚踏上工作岗位时，赵格恰好碰
上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她积
极参与，主动请缨，不断学习充实新
冠病毒防控工作的知识，很快熟悉掌
握了新冠病毒检测、质量控制、实验
室污染控制等知识和实验技能。“犹
记得去年12月，发热门诊检验工作量
剧增，经常晚上就在科室睡觉，醒来
后便直接工作，每人一天大约要检验
1500多个标本。”赵格说，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就是要敢于面对各种挑战，
勇往直前。

名片：31岁，检验科医师，从医近2年。

“爱岗敬业、服务临床，医院所需，
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江门市中心医院
党委办公室社工师陈健超始终坚持在
本职岗位上为医院党委服务、为临床一
线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工作11年
来，他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做好党
团建设、志愿服务管理等工作，协助院
各党支部打造了爱婴工作坊、仁济“急”
先锋、“救”在身边、糖妈妈门诊等多个
志愿服务品牌，擦亮医院爱心志愿服务
品牌，让爱在仁济无处不在，促进医院
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爱婴区的医护人员都为
产后妈妈提供志愿服务，但长期以来，
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这让陈健
超感到十分可惜。“向产后妈妈宣传母
乳喂养知识，实际上是爱婴区一项日常
工作，但又具备志愿服务性质，是一项
非常有爱心和有代表性的举动。”陈健
超说。

2018年，陈健超主动联系爱婴区

护士长，与科室沟通提出打造爱婴工作
坊的构想。“提出后，大家都非常支持这
项工作。”陈健超表示，在医院党委支持
下，他们与科室共同努力下，爱婴工作
坊工作制度、人员队伍、培训体系逐渐
形成。如今，爱婴工作坊吸引越来越多
的医护志愿者加入，他们用自身专业知
识帮助更多的年轻妈妈。值得一提的
是，爱婴工作坊等多个志愿服务品牌项
目还入选广东省“益苗计划”，得到了省
专项资金扶持。

青春有力量，青年有担当。作为一
名从事医院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陈健
超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他表示，作为一
名青年党员，将继续加强政治理论与业
务知识学习，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实
际工作中，以此全面提高自己的政治、
业务和管理素质，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与
工作质量，做好表率，推动医院管理工
作的发展，为党的卫生健康事业贡献自
己的一分力量。

“暖心超人”陈健超：

爱与温暖 无处不在 暖暖 “英姿飒爽”王秋红：

白衣执甲 为爱逆行飒飒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认真对待
每一天工作。”这是市中心医院感染
科护师王秋红的座右铭。

感染科是医院高风险、高强度、
高压力的科室之一。收治的大多数
是不明原因发热以及肝炎、结核、艾
滋病等具有传染性疾病的患者，很多
人都会避而远之。

“在感染科，护理工作相对琐碎，
除要掌握完备的护理操作技术外，还
要多走进病患的内心世界，要以发自
内心的关爱向他们传递温暖，引导病
人尽快走出病魔阴影。”王秋红说，每
次到病房，她都会和患者聊聊天，拉
近与他们的距离，了解他们的需要。

工作中，王秋红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不断地学习实践。静脉穿刺技术
是护理工作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基本
技能，能否做到“一针见血”直接影响
到患者承受痛苦的多少，尤其是在感

染科，常见是老年患者，他们卧床病
人，血管不明显且血管脆，一针不见
血便会淤青一片。为此，她苦练进修
穿刺技术，练就了一套轻、稳、准的基
本功。

新冠疫情暴发后，身为感染科的
一员，王秋红积极参与疫情防疫工
作，坚守一线，对患者进行分诊处
理。面对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她没有
抱怨，没有后退，而是与同事携手共
进，一起战胜困难。

除做好本职工作外，王秋红还时
常利用业余时间，向社会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疫
情期间，她多次协助开展黄码采样、常
规核酸采样前的扫码工作等，为市民
服务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同时，她还担任支部委员，积极协
助感染科团支部开展日常管理工作，
团结引领服务好支部团员青年。

名片：33岁，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从医7年，连续两届获
广东省青年医师临床技能大赛一等奖。

名片：40岁，中共预备党员，医学博士，ICU副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从医17年。

名片：33岁，中共党员，党龄12年，院党委办公室社工师，
曾获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名片：25岁，共青团员，感染科护师，从事护理工作5年，

荣获“2022年度江门市优秀共青团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