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君兰为
患者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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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科廖君兰：精心护理 帮助患者走出困境
廖君兰现是该院康复科护士长，原

任心身综合科副护士长，从事临床护
理已有28年，通过康复训练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她在心身综合科任职
时，一名处于木僵状态、拒绝进食的
患者在她的帮助下，逐步康复，最终顺
利出院。

重型精神障碍患者陈女士卧床已
有半年，无法站立行走、生活不能自理，
不吃不喝，身体非常消瘦。入院时，陈女
士体重仅有30公斤。廖君兰对陈女士

不愿进食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制定了从
生理、心理两个方面进行治疗的康复计
划。

在生理上，廖君兰通过鼻饲饮食刺
激陈女士的胃部，促使胃功能恢复；在心
理上，针对陈女士对食物安全性的担忧，
廖君兰会准备两份同样的食物，一份给
她的丈夫吃，证明食物是安全的，以解除
陈女士在心理上的负担。除了饮食方面
的训练外，廖君兰还通过中医推拿按摩、
肌肉超声治疗、体能训练等项目，帮助长

期卧床的陈女士恢复肌肉力量。
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与护理，陈

女士已经可以自主饮食、行走自如，体重
也增长到了45公斤，顺利康复出院。出
院后，她的家属将一面锦旗送到科室：

“感谢医护人员，挽救了我们一家！”
廖君兰表示：“我将继续以良好的服

务意识、优质的专业技术、周到的服务态
度，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就医体验，帮助更
多患者走出困境。”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宝藏”男护士群像

铁汉柔情 粗中有细
提到护士，多少年来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属职业。而社会在发展，江门市五邑中医院848名护士中，男护士的比例逐年递增，目前共有39名。他们阳光帅气、快乐自

信，热爱这份职业。平时，这些男护士多被安排在急诊、重症监护室、手术室等“急、难、险、重”的护理岗位；战“疫”时，有的还参加了江门市援鄂医疗队驰援湖北。江门
市五邑中医院这些“宝藏”男护士，铁汉柔情、粗中有细，让人眼前一亮！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梁爽 张泽彬 通讯员 梁秀兼 杨琼波 赵晓东 刘森

午夜的江门市五邑中
医院急诊科，灯火通
明，亮如白昼，人来
人往。有着12年
工作经验的急
诊科主管护师、
中华护理学会
急诊急救专科
护士许雄，训
练有素、操作
熟练，争分夺秒
抢救伤者。

“在急诊科，
急、危、重症患者
多，工伤事故多，发
病急骤、病情凶险、变
化迅速。”许雄介绍道。

最令许雄记忆犹新的，是曾出
车到镇医院抢救一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的经历。当到达现场时，他们第一时间
发现患者心脏骤停。许雄立即配合医生
汤胜华，联合当地医护人员，快速及时抢
救患者。稳定患者病情后，他们将其安
全上转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进行心脏介入
手术。途中，许雄还对患者和家属进行
心理辅导，科普疾病的相关知识。患者
康复出院后，特意找到当天出诊医护人
员，当面郑重地感谢“救命之恩”。

“急诊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非常大。”
许雄表示，最难的就是，许多平诊患者
不理解急诊的含义——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进行分区分级诊疗，他们需要一遍
遍耐心解释。

因为很多老城区没有电梯，需要搬
搬抬抬的情况不少，因此不少像许雄一

样的男护士，主动承担起
出救护车的任务，他
们身上的衣服，总是
干了又湿、湿了又
干，但从没有怨
言。

谈到男护
士的优点，许
雄总结为“体
力强、耐力好、
反应敏捷、应变
能力强”。除了
做好院前急救、

危急重症病人抢
救及监护的护理配

合外，许雄还能够独立
解决护理中的疑难问题；指

导年轻护士完成各项专科护理技
术操作，示教呼吸机、除颤仪、微量泵、
心电监护等专科仪器的应用；积极参加
学术会议和培训，带回新技术、新知识。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将付
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日常抢救中，他们
做到一分钟内接完120急救命令，并派
出院前急救小组，3分钟内立即出发。
此外，为危急重症患者（三无人员）提供
绿色通道的救治（先抢救后交费），让病
人得到及时救治。

急诊科是医院面向社会的重要窗
口，是医护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缩影。该
团队始终根据患者需求，提供无缝隙护
理、无障碍服务，荣获省优秀护理集体、
市巾帼文明岗、市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
号。

重症医学科（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
道防线”。这里的患
者病情危重，需要
的 抢 救 仪 器 众
多，涵盖的专科
技术也多。作
为一名重症护
理工作者，该科
主管护师、EC-
MO医疗队成员
甄 坚 亮 乐 于 学
习，做到理论扎
实、技术娴熟，灵活
巧妙地使用仪器救治
重症患者。

“小时候，以为护理工作
只是发药打针，真正进入ICU工作，才
发现这里多收治病情危殆、年龄偏大、
疾病导致的抵抗力低下等患者。我们
不仅是医务人员，同时也扮演着临时护
工、家属等重要角色。”甄坚亮说。

在ICU病房里，家属既不能随便探
视，也不能对患者进行照料。有的患者
难免出现不安和焦虑，有的患者还会吵
闹着要回家。甄坚亮坚持换位思考，为
患者进行心理辅导，有时还会通过线上
视频通话，让患者获得亲情的宽慰。

工作8年以来，甄坚亮多次参与该
院重大抢救工作，包括H7N9病人，以
及该院首例V-V ECMO病人、首例
跨院转运V-A ECMO病人等救治。
他贴心的护理服务、精湛的护理技术，
得到广大同事及患者家属的认可。

2018年 5月，一位少女因心肌炎

突发心脏骤停，甄坚
亮积极参与此次
首例院外转运的
ECMO 救治，
并配合医生
及队员们完
成了抢救工
作。2个多
月期间，为
患者后续的
护理、康复
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直到
患者转出ICU。

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甄坚亮
主动请缨湖北前

线，作为江门市第二批援鄂医疗
队驰援湖北省荆州公安县。他协助
队员们完成无创呼吸机及床边血液
净化治疗等相关工作；通过“五常法”
协助当地传染病区防控建设并建言
献策。除了为患者进行基本护理治
疗外，他还身兼数职，为患者送饭、打
开水、进行心理疏导，以及与患者聊
家常等，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工作任
务。

在护理工作中，细心、责任感、敏锐
观察力、耐力……这是甄坚亮和同事们
一直追求的，也是他们一直用行动践行
的医者仁心。这个优秀的团队曾获全
国中医医院优质护理服务先进病房、省
优秀护理集体、省巾帼文明岗、市青年
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甄坚亮
ICU病房的“多面手”

10多年来，回想在手
术室度过的日日夜夜，
该院手术室主管护
师、总带教、骨科
专科组组长陈
赞万心中有工
作的苦与累，
也有患者的肯
定与赞许，更
有一份职业的
自豪感。

“ 手 术 室
护理岗位对专
业技能要求高，
护士必须熟练掌握
相 关 解 剖、手 术 步
骤、用物及使用方法。”陈
赞万介绍，这就要求他们多
学习掌握扎实专业理论与技能，
更要从术前的访视与宣教、器械
用物准备，到手术安全核查执行、
术中紧密配合，再到术后的复苏
与安全转运。每一个环节都需细
致和耐心，不容半点马虎大意。

由于岗位的特殊性，他们没
有固定的下班时间，并且24小时
随时待命。记不清多少次为了完
成手术在无影灯下埋头苦干，从
升起第一缕朝霞的清早到落日余
晖下的傍晚；记不清多少次在深
夜的电话声中惊醒，顶着寒风冷
雨奔回手术室做急诊手术。

护士是一份神圣的职业，却
也琐碎不易，艰辛而劳苦。有时，
陈赞万也会陷入一种难以实现自

我价值的感觉。
对此，他要求

自 己 不 能
只 停 留
在完成
的 程
度 ，
更 要
优化
流
程 、
注 重
细

节 。 此
外 ，他 主

动参与复杂
而 有 挑 战 性 的

工作，与优秀的同
行、前辈交流经验。

“我们身体素质好、逻辑思维
能力和应变能力强，可以承担较
多的劳累工作，遇到特殊紧急情
况，也能较为冷静处理问题。”陈
赞万表示，手术室护理工作不仅
是手术配合，而是现代医学“以患
者为中心”护理核心理念的体现。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当患者来到手术室这
个陌生而特殊的环境中，陈赞万
和同事们会更加关注患者的心理
感受，保护他们的隐私，耐心解答
他们疑问，缓解他们的不安，为他
们进行心理护理，提供更多的人
文关怀，让手术患者享受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优质护理显温情

从“心”出发 守护心灵健康
精神疾病，是对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打击，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疾病无情，人间有爱，在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团队不仅关注患者的精神、

身体健康，帮助患者战胜疾病、重返社会，更落实人文关怀，为患者带来温暖的就医体验。今天，让我们走进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了解这个护理团队
的故事。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梁爽 通讯员 朱嘉茵

在康复治疗过程和住院生活中，精
神病患者既需要生理上的护理，也需要
心理上的呵护。在精神一科，21名护
士除了为患者提供各项护理服务以外，
也充当着患者与家属间沟通的桥梁。

年过六旬的刘先生长期在封闭病
房住院，而刘先生的家属又住在外地，
无法经常到医院探视。科室的护士十
几年如一日，在提供护理服务的同时，
与刘先生的家属保持密切联系，让刘
先生一家可以方便地沟通互动。

“护士长你好，我的父亲生日快到
了，想给他寄点食物和一封信，可以麻
烦你们转交一下吗？”刘先生的女儿刘
小姐通过微信询问该科护士长文英。

“好的，没问题！”文英回复道。收到刘

小姐寄来的包裹后，文英将其转交给
刘先生，并拍摄了一张照片发给刘小
姐。照片中，刘先生手持女儿寄来的
信件，开心地笑着。

平日，无论是转交物品、传达
问候等生活琐事，还是残疾证
复审、结算医保费用等重要事
项，精神一科的护士都尽心
尽责地帮助患者和家属妥善
办理。

“多年来，科室致力于让
患者住得安心、家属放心，患
者和家属都对我们的服务很
满意。”文英表示，未来，精神一
科将为患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康复
治疗、活动，呵护患者的“心”生活。

精神六科为老年精神科，患者患有
精神疾病合并躯体病的情况不在少数。

76岁的陈伯有尿潴留的情况，需
要留置导尿管。该科护士长郑素芬
说，陈伯行动时需要拿着尿袋，不太方
便，经常用手拉扯，曾因导尿管撕裂而
出现尿血。

如何才能帮助陈伯“解放双手”？该
科护士团队设计发明出了一款“护理
裤”，可以在裤腿收纳导尿管和尿袋，降
低患者的不适感。“穿上‘护理裤’后，陈
伯没有再拉扯导尿管，行动也更加方便
了。”郑素芬说。2023年，“一种便于导
尿的护理裤”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
被授予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目前已经投
入生产和销售，为更多患者带来便利。

多年来，精神六科致力于关注精

神疾病患者身心社灵全方位
康复，受到患者和家属的广
泛好评，推广使用“怀旧疗
法与回忆疗法”，运用专科知
识与特色治疗相结合的方法
提高对患者的疗护质量；注重
提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通过
科研、专题讲座、专科技能培训不
断提高护理诊疗水平。此外，科室团
队还多次前往下级医院开展帮扶，为
基层医院精神科护士提供指导性帮
助。2023年，科室成功创建市级“巾
帼文明岗”。

郑素芬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
关注患者的临床需求，将临床工作与
科研创新紧密结合，更好地守护患者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0余年，内科
护士冯惠燕深知落实人文关怀是护
理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工作中，冯
惠燕耐心倾听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提
供个性化护理，让患者感到关心和支
持，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年过七旬的梁婆婆患有食管癌，进
食困难，刚来到内科时主要靠输液维持营
养。在与梁婆婆沟通时，冯惠燕发现她对
自己患病一事感到非常焦虑、沮丧，于是

冯惠燕用实际行动让她感受到温情。
“梁婆婆，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

不舒服的地方？”“你的皮肤真好，是有什
么护肤秘诀吗？”在工作中，冯惠燕经常
主动关心梁婆婆的健康状况，陪她聊天，
帮助她分散注意力，增进良好护患关系；
鼓励她与病友增加互动，减少独处时
间。此外，冯惠燕运用专业知识，教梁婆
婆深呼吸、打坐、冥想等，帮助她减轻压
力。

渐渐地，梁婆婆变得开朗起来，进食
困难的情况也有所改善，开始逐步进食
少量的流质食物。出院时，梁婆婆还特
意写了一封表扬信表达感谢：“冯惠燕护
士态度温柔，乐于助人，值得表扬！”

“虽然有些疾病没有办法治愈，但我
们至少可以让患者的心灵得到安慰，这
是护士的价值之一。”冯惠燕说，她会不
断完善自我，继续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
护理服务和必要的支持与陪伴。

内科冯惠燕：耐心倾听 落实人文关怀

曾秋菊是该院心理科的主管护
师，主要负责治疗儿童多动症、情绪
问题、行为问题、人际沟通问题等，
以及提供亲子教育。在她看来，在
儿童来访者的治疗过程中，家长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小学阶段，儿童的心理问题、
行为问题逐渐显现，不少家长等到孩

子的行为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才带
孩子前来就诊。曾秋菊表示，针对这些

情况，她会向家长解释清楚孩子出现了
什么行为和情绪的偏差，需要进行什么
治疗，争取家长的理解与配合，并鼓励家
长主动总结存在的问题，“带着问题来”，
让治疗过程更加高效、有针对性。

读二年级的小波患有注意力缺陷和
多动症。在与家长沟通中，曾秋菊发现，
小波的父亲由于工作繁忙，陪伴小波的时
间较少，小波缺乏高质量的陪伴，“价值”
无法得到体现，因此产生了行为和情绪上

的偏差。在曾秋菊的建议下，小波的父亲
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小波，并调整与小波沟
通的技巧和方法。经过3个月的家庭疗
法后，小波的偏差行为和情绪逐渐有了改
善，亲子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

“少年儿童性格和行为的可塑性较
强，通过合适的方法引导，加上家长的配
合，通常治疗效果较好。”曾秋菊表示，未
来，她将继续充分发挥专业知识与能力，与
更多家长携手，共同守护儿童的健康童年。

陈赞万
24小时待命的“生命卫士”

许雄
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心理科曾秋菊：家护携手 守护儿童的健康童年

精神一科：
呵护患者“心”生活

精神六科：
帮助患者“解放双手”

▲精神一
科护士为患者
进行日常护理。

▲精神
六科护士与
患者共同分
享喜悦。

▲冯惠燕为
患者讲解日常饮
食注意事项。

▶曾秋菊为
患儿进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