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夜，心血管内科护士潘金芳
正在查房。心血管内科的夜晚并不
平静，患者胸闷、气促，心律失常等
情况常有发生，这需要潘金芳在查
房过程中及时识别患者的异常状
况，确保患者的安全。

“心血管内科常住的老年患者
较多，有些患者身体出现了不适，无
法清晰向医护人员描述自己的情
况。”潘金芳说，在查房时，她会留心
观察患者的精神状况、行动表现，如
果与平时的状态不一致，就会提高
警惕，为其测量生命体征，察看是否
存在异常。

在潘金芳看来，除了为患者解
除病痛，给予患者关怀与温暖也是
医护人员的职责所在，她经常换位
思考，充分考虑到患者和家属的需
求。“在治疗过程中倾注爱心，患者
和家属是可以感受到的。”潘金芳如

是说。
93岁的患者赵伯患有2型糖尿

病伴多种并发症，入院血糖升高，消
瘦纳差乏力明显加重。潘金芳一方
面向患者家属做好糖尿病饮食宣
教，加强监测维持血糖稳定以及四
肢肌力锻炼；另一方面密切联系赵
伯的家属，分享恢复进程，让家属放
心。在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护
下，赵伯进食量增加，血糖控制平
稳，四肢肌力逐渐恢复正常，现在可
以独立行走。

除了是一名护士，潘金芳还是
内科综合一团支部委员，工作之
余，她认真完成团支部的相关工
作，2022 年被评为蓬江区优秀团
员。她表示：“未来，我将在工作中
恪尽职守，继续做好患者的护理工
作。同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不
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青年力量。”

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青年捍卫生命安全

乐当患者“家人”“朋友”
在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江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是患者健康的守护者，是患者生命安全的捍卫者，也是患者的

“家人”“朋友”。近日，记者走进江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看看他们如何在工作岗位上展示青春风采，谱写奋斗华章。
文/图 张泽彬 曹昆恒 梁爽

李丽容在血透室工作1年有余，
主要负责为肾功能衰竭患者进行血
液净化治疗。对她来说，血透室是
一个特殊的存在。

第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血透患者
常常合并多种并发症，李丽容对血透
患者的基础情况有清晰的了解，做好
应急措施，充分保障患者的生命安
全。4月初，李丽容照常为80岁的患
者王伯测量血压，确认血压正常后便
回到办公室。仅仅过去两分钟，为王
伯操作透析机的护士就匆匆喊道：“李
医生，你快点过来看一下，王伯失去意
识了！”李丽容马上赶到病床前，根据
王伯的症状及血压情况考虑为低血压
休克，随后立即展开抢救。不到10分
钟，王伯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第二个特殊之处在于，比起普
通门诊和住院部，血透室的患者与
医护人员相处的时间更长，透析患
者可以说是医护人员另一种意义上

的“家人”“朋友”。在工作中，李丽
容亲切沟通、耐心陪伴，不少透析患
者和她成了朋友，有时在医院外相
遇，患者会主动与她打招呼，一起聊
上一会儿，这让她倍感温暖。

第三个特殊之处在于，透析患
者需要更多的关爱。李丽容说，透
析患者除了承受疾病的折磨，在心
理上也遭受着痛苦，因此她除了是
一个治疗者的角色，也要善于倾听
交流，进行心理疏导。“近期家里状
况如何？如果有什么烦恼，都可以
告诉我。”与患者亲切交谈，帮他们
排解烦恼，是李丽容工作的常态。

“每一名患者都是我最好的老
师。”李丽容表示，在工作中，她会将自
己的理论知识与患者的临床问题相结
合，分析总结经验，提升业务能力。
未来，她将与科室其他医护人员紧
密合作，与患者家属形成良性沟通，
充分调动科室氛围，共同向好发展。

黄少惠是康复治疗中心的一名康复
治疗师，从医5年多来，她通过康复训练
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让他们更好地
重返家庭和社会。

黄少惠服务的患者以脑损伤患者为
主，这些患者常常有认知障碍、情绪障
碍，在治疗中，她会从他们的兴趣、日常
生活习惯等方面找到突破点，缩短与患
者的距离，在治疗中不断尝试，不断磨
合，找到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

23岁的小陈是一名缺氧后脑损伤
患者，戴胃管，不能言语，黄少惠负责为
他进行吞咽训练和言语训练。起初，小
陈对康复训练表现出抗拒，黄少惠便通
过温柔语气、零食奖励来拉近与小陈的
距离。在言语训练中，黄少惠一次又一
次重复发音、演示口型，三四十分钟下
来，会变得口干舌燥、关节酸软。“虽然很
累，但看到患者的进步，我就有源源不断
的动力。”她说。

经过三年的训练，小陈可以比较轻
松地听懂他人说的话，并且很快回答问
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黄少惠与小
陈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成了很好的
朋友。

工作之余，黄少惠反复翻阅专业书
籍、反复实践，并积极参加线下培训班，
学习新的康复技术。她将新技术用于临
床工作，通过患者的反馈，形成相对稳定
的技术流程。

此外，黄少惠还担任骨科康复团支
部委员，积极发挥团干部带头作用，争做
新青年，在强化自身理论武装的基础上，
引领好、组织好团员和青年。

疾病的到来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而遗留的功能障碍有时会伴随一生。
黄少惠表示：“作为一名康复治疗师，
我将继续竭尽所能把患者的功能障碍
降到最低，让他们更好地走未来的人
生路。”

血液透析科医师李丽容

暖心陪伴 守护“特殊的科室”
康复治疗师黄少惠

用心服务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心血管内科护士潘金芳

观察入微 把好患者“安全关”

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老
年病区主要收治 60 岁以
上、生活重度不能自理的
患者，以及部分认知障
碍、失智患者。“在这里住
院的老年患者一般不善
于将内心的苦恼告诉医
护人员，需要我们留心观
察、耐心沟通疏导，为他们
打开心结。”作为老年病区护
理负责人，黄思敏深知细致观察
的重要性。

在老年病区，80多岁的患者冯伯经
常发脾气，乱扔东西。黄思敏观察到，
同病房不少患者的家属都过来探视，但
冯伯的家属一直没有来，于是推测他是
因为这件事而情绪不佳，通过扔东西这
种方式引起医护人员的注意。“您好，请
问是冯伯的家属吗？你的父亲近期情
绪不是很好，可以过来看一看他吗？”察
觉到这一点后，黄思敏马上联系冯伯居
住在鹤山的儿女，邀请他们前来探望、
陪伴冯伯。探望当天，一看到孩子，冯

伯的脸上果然绽开了久
违的笑容。

不过，家属偶尔的
陪伴显然并不足够。
冯伯曾与病房的室友
闹矛盾，医院把室友
调到其他病房，之后，
冯伯显得有些孤单寂

寞，情绪低落。一次偶然
的机会，黄思敏将另一名

室友暂时安排与冯伯同住，护
士在查房时发现，冯伯与这位“新室友”相
处融洽，于是将这件事告诉了黄思敏。“老
人家喜欢热闹，乐观的心情对老年人的康
复具有很大的帮助，找到能聊的室友对于
冯伯来说是一件好事！”黄思敏立即决定，
将冯伯的“新室友”留下来。从此，冯伯的
心情有了明显好转。

“在老年病区，我们不仅是医护人
员，还是老人们的‘临时儿女’。”黄思敏
说，未来，她将会继续换位思考、将心比
心，充分了解住院患者的需求，为患者
营造更快乐、舒适的康复生活。

防治肺结核的重点在
于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在
于提高公众的认知水
平、增强自我防护意
识。作为结核病控制
项目办公室的一名公
卫医师，与临床医生不
同，李玉婷一般不在一
线工作，而是面向广大群
众做好肺结核防治核心知
识的科普宣教。

在近3年的工作中，李玉婷多次
跟随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宣讲队
伍，到学校、企业、社区开展科普讲座，
以面对面宣教、图文结合的方式向不
同人群传播防治知识。“让更多人了解
结核病的传播途径、症状以及预防措
施，自觉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更
有效遏制结核病的传播。”李玉婷说。

今年，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正式
成立“‘核’平精英健康科普宣讲团”，
李玉婷担任宣讲团队长。“这不仅是一

种荣誉，更是一种使命和
责任。”李玉婷说，在科
普宣教工作中，针对
不同的科普对象，她
会与宣讲团来自不
同科室的队员紧密
合作，制定不同的落
脚点、不同的教育方

向，让科普宣传做到多
元化、全面化，从而提高

科普宣传的针对性，达到最
佳效果。

力争上游是青年不言弃的执着。
业余时间，李玉婷通过查阅国内外期
刊、文献汲取新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理
论学习；同时对于不懂的重难点工作
积极与身边的同事交流沟通，学习更
多实践经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力争
取得更大的进步。

李玉婷表示，未来，她将继续在岗
位上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为守护人民
群众健康贡献青春力量。

梁浩彬是江门市结
核病防治所住院部的一
名护士，在他护理的
患者中，有不少是从
外院转来的重症患
者，护理难度较高。
当患者出现突发状况
时，梁浩彬快速反应、
精准判断、冷静处置，及
时拯救患者生命。

今年 2 月 21 日 7 时 55
分，梁浩彬正在进行交班前常规查
房。“医生快来，医生快来……”突
然，他听到一张病床前的家属在焦
急地喊叫。梁浩彬立即走到床边，
发现患者是年过八旬的李伯。只见
李伯呼之不应，口唇、四肢紫绀，检
测血氧饱和度值已低到50%，严重
缺氧。梁浩彬立即按呼叫铃通知医
生抢救，并备好抢救药品及器械。

“患者高龄、咳嗽能力差，肺部
湿啰音明显，且留置胃管进食，医生
查体后考虑是食物返流导致堵塞气

道，于是立即确定抢救
方案。”梁浩彬用娴
熟的技术快速地配
合医生在床边进
行纤支镜气管插
管，建立人工气
道，吸出大量墨绿
色痰液。李伯的缺

氧迅速得到了改善，
脱离了生命危险，第二

天，李伯的各项指标都趋
于平稳。

在病房，梁浩彬给予患者细致
护理；在科室，他与其他医护人员
共同合作，为科室增添荣誉。今
年1月，住院部青年文明号成功备
案创建省级青年文明号，作为该
青年文明号的副号长，梁浩彬表
示：“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工作上
精益求精，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业
务培训，团结科室的青年力量，朝
着创建省级青年文明号的目标不
懈努力！”

江门市结核病防治所青年在岗位上展现青春风采

不负青春韶华 构建无“核”世界
他们身体力行，传播防治结核病知识，为实现“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是生命安全的守

护者，在危急时刻出手相助；他们也是患者的“临时儿女”，细致入微，排忧解难。一股新鲜的血液，流淌在江门市结
核病防治所，这群青年医护人员各司其职，在岗位上彰显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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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敏：巧解心结 为患者营造舒适的康复生活李玉婷：传播知识 助力结核病防治工作梁浩彬：快速反应 精准处置突发状况

为来访者建立沟通桥梁
刘瞳焮是敦敏安心小屋一名心理

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已有5年。2021
年，敦敏安心小屋成立，师从钟辉的刘
瞳焮也成了其中一员。在敦敏安心小
屋工作以来，她为不同年龄、不同心理
障碍的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我女儿近期总是逃学，自己买高
价商品，还结交了不好的朋友，怎么
办？”一对父母带着女儿小莹（化名）来
到敦敏安心小屋咨询。小莹是一名在
读学生，出现品行障碍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父母无法进行纠正，于是前来寻求
帮助。

“‘家庭生病，孩子吃药’，家长之间
关系不和是青少年出现心理障碍的重
要原因。”刘瞳焮说，在与小莹父母的沟
通中，她注意到他们的相处模式存在问

题，母亲的控制欲较强，父亲较少照顾
小莹，在潜意识中，小莹试图通过品行
障碍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将父母“拉回”
自己身边。

在咨询过程中，刘瞳焮着重从互动
沟通模式入手，通过心理教育帮助这个
家庭建立正常的关系。经过两年的咨
询，如今小莹与父母相处和谐融洽，感
情稳定；小莹的品行也有了很大改观，
已经重返校园。

心理咨询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的。
“部分人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
较大偏见，对心理咨询服务比较抗拒。”
刘瞳焮说，与来访者建立健康的“咨访
关系”尤为重要，平日，她会密切关注流
行文化与前沿资讯，了解青少年群体的
喜好，以此作为与青少年来访者接触的
切入点。“要让来访者感受到，我与他们
是‘一伙的’，这样能更好地建立沟通的
桥梁。”

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专业服务
在我市创建“国家社会心理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的背景下，2021
年，为积极推进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建
设，敦敏安心小屋正式成立，成员包含
2名精神科医生、4名心理咨询师、2名
心理治疗师、2名心理健康讲师、2名精
防专员、2名社工师，以及1支由20多
名社会人士组成的知心志愿者服务
队。通过咨询、讲座、心理指导等形
式，敦敏安心小屋针对不同人群存在
的心理问题，提供相关的心理服务，帮
助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提升心理健
康水平。

“点亮一颗心，幸福一家人”，这是
敦敏安心小屋的服务宗旨。自创建以
来，敦敏安心小屋已帮助超过8000人
点燃希望之光，帮助数百个家庭重塑
关系。在帮助“小家”的同时，敦敏安

心小屋的成员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中，到学校、企业、单位、社区开展公益
心理健康讲座，到辖区开展心理健康
普查，开设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提供
远程心理援助等，守护“大家”的心理
健康。

此外，敦敏安心小屋充分发挥成员
能力，积极参与社会公共项目。2021—
2022年，敦敏安心小屋团队参与中国国
民心理健康蓝皮书项目组社会调研科
研工作，并在2021年获得全国社会心
理服务周暨应用交流会“十佳社会心理
服务社区”称号。

敦敏安心小屋创办者钟辉表示：
“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层健
康守门人，我们将更多关注源头问题，
采取主动预防措施、以系统解决的工作
思路，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
面向全社会、全人群提供全周期的社会
心理健康服务。”

蓬江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敦敏安心小屋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从“心”出发 守护青少年美好未来
生活中，青少年面临着多重压力。

家庭关系、学业负担、就业竞争、人际关

系……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们出

现焦虑、抑郁、自卑等心理困扰，

严重影响健康成长。在蓬江区北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敦敏安心

小屋，常常会接到不少儿童青

少年的求助。一直以来，敦敏

安心小屋把“关注青少年心理

健康、守护青少年美好未来”作

为其中一项工作重点来抓，帮

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文/图 张泽彬 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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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敏安心小屋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