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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护士节：向白衣天使致敬！
文·摄影/本报记者 段丽萍

人们常常把护士称为“白衣天使”，因为天使是生命和爱的象征，护士所从事的职业是高尚的，呵护健康、挽救
生命，对待病人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5月12日是第107个国际护士节，让我们向所有的“白衣天使”致敬！

刘爱华：
把平凡的事做好

“坚持把平凡的事做好就不平
凡，能为患者减少痛苦和烦恼，我
的人生就是精彩的……”内蒙古人
民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刘爱华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91年，刘爱华怀揣着对医疗
事业的无限热爱，走上护理工作岗
位，成为内蒙古人民医院手术麻醉
科的一名手术护士。手术护士的工
作是高强度、高体力的，经常需要
连续十几个小时在手术台上配合
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完成各种急
难险重的操作。高强度的工作，常
常让大家筋疲力尽，即便如此，刘
爱华都不曾懈怠，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尽心尽力地配合着每一台手
术，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就是这份
责任心，在手术室工作的17年中，
她实现了零差错和零事故。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
典”疫情迅速蔓延。当大多数人还
在恐惧、不知所措的时候，刘爱华
却勇敢地走上抗击“非典”一线，穿
上厚重的防护服，冒着随时可能被
传染的风险，认真照护着每一位被
感染的患者。刘爱华说：“在那场疫
情中，对每一位感染的患者来说都
是灾难，对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更
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恶仗。”连续的
疲劳作战让刘爱华体力不支，几近
晕倒，但强烈的信念和职责意识支
撑着她一定不能倒下，还有很多的
生命需要她。

2008年，刘爱华调至消毒供应
中心，这里被大家戏称为“养老
科”。作为护士长，刘爱华快速对科
里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观察摸
底，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养老
科”，而是医院的“心脏”部门。从
这里出去的每一件医疗器械，都
关乎患者的生命安全。在经过认
真的思考后，刘爱华重新制定了
规章制度，同时将手术器械的管
理正式纳入科室工作范畴，为人
员紧张的手术室减负，让跑外取
送物品的护士在一线更好地为患
者提供优质服务，让消毒供应中
心的护士致力于自己的专业领
域。短短数月，她带领大家完成了
全院复用诊疗器械、器具在消毒
供应中心的集中处理。就这样，消
毒供应中心改变了以往在各科室
眼中“养老科”的形象。

“接一个患者，尽一份职责”，
这是刘爱华的工作准则，也是一份
心愿追求。刘爱华从业20多年来，
没有发生过一例医患矛盾。在她看
来，责任重于泰山，坚持就有方向，
这份事业值得她用一生去付出。

薛芳:首席静脉穿刺师
4000多个日夜，她凭着不懈的努力从一名稚嫩的护士，成长为科室骨干、业务能手；她以

高度的责任心、善良的爱心，为患儿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成为患儿家属心中最信赖的“白衣
天使”———她就是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科护士薛芳。

儿科俗称“哑科”，不同于其他科室，患者都是小孩，大多数孩子不会表述自己的伤痛。一
个孩子生病，揪着两代家长的心，所以对护理的要求格外高。

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科门诊每天接待近300名输液患儿，这就要求当班护士尽量做到“一针
见血”。只有这样，才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减少患儿的痛苦。薛芳说，在为患儿扎针
的事情上，她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刚参加工作时，她的扎针技术还很一般。一次，她给一个8个
月大的极度脱水的患儿扎静脉补液，患儿的血管本来就难找，加上患儿啼哭，让她有点紧张，连
扎了3针才扎进去。这引起患儿父亲的不满，他冷眼看着薛芳，抬手在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虽然打在这位父亲的脸上，但是使薛芳内心受到极大的羞辱。这件事对薛芳触
动很深，也让她内疚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薛芳经常会在模型前反反复复练习扎针技能，常
常一练习就是两个多小时。一有时间，她还会认真观摩有经验的护士如何选择血管和进针的
技巧，并向她们请教。经过努力，薛芳的扎针技术突飞猛进，很快成为科里的技术能手，并通过
竞赛荣获了医院“首席静脉穿刺师”的称号。薛芳说：“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感谢那位自扇耳
光的父亲，是他警醒我发奋上进。”

患儿在吃药、打针、穿刺时，总会有抵制不配合，这种情况往往会在患儿间传染，所以儿科
输液室常常是孩子们哭成一片。针对这种情况，薛芳和同事们在科内推行抚摸服务，在为患儿
打针输液时，通过言语沟通、轻轻抚摸，减轻患儿的恐惧。尽管每一名护士都恪尽职守，可是仍
会遇到不被理解的情况。为此，薛芳会利用休息时间，在门诊陪同素不相识的患儿家长进行全
程就诊体验，感受他们看病、等候时的焦急心情，站在患者的角度查找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她
的付出换来的是患儿家长的赞许。

薛芳作为一名护理老兵，主动承担起新护士的带教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心得和经验毫无
保留地教给新护士，还让新护士在自己身上进行扎针练习。后来，她的这些徒弟都成长为“扎
针小能手”。

面对日复一日枯燥繁重的工作，一天数百次扎针、拔针机械的动作，薛芳始终保持乐观心
态，即使再累，面对患儿及家属时也总是面带微笑，给对方以信心和温暖。

杜小丽：
特殊患者的守护人

作为精神科的护士，工作更加繁琐与劳
累，她们在面对精神障碍患者时，羞辱与危险
随时会来。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精神一科重症
病房护士长杜小丽就是这样一位护士，20年如
一日坚守着这份神圣而特殊的护理工作。

1998年，17岁的杜小丽怀揣梦想成为了
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名精神科护士。上
班的第一天，杜小丽踏进病房就被患者突然
从后面拦腰抱住，那种恐惧和惊吓至今回想
起来都让她心跳不已。曾经美好憧憬的“白衣
天使”梦，在现实面前破灭，她对自己的选择
感到有些迷茫。经过冷静的思考后，她还是决
定留下来，尽一己之力来关爱这个特殊群体。

精神科护理工作难度大、风险高，工作环
境封闭，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对护理人
员的综合素质、责任心要求也更高。杜小丽工
作的重症病房收治的大多是兴奋躁动、严重
自伤自杀、冲动伤人毁物的重性精神病人。在
杜小丽的手上有一条非常显眼的疤痕，那是
她在为一位患者输液时被抓伤的。杜小丽说，
在精神科工作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她已经
不记得挨过患者多少耳光、多少飞脚、受过多
少次辱骂了。

精神科的患者一旦发病，就像是失去理
智的孩子，或哭闹无常，或突然动手打人，护
士需要像幼儿园老师一样，耐心哄、用心劝，
也许一两个看似普通的亲密肢体动作，就会
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心理安慰。

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因为男友得知她患有
精神病和她分手。之后，她多次自杀，最后一
次从5楼跳下，导致下肢多处粉碎骨折。入院
时，这个女孩情绪非常低落，每天哭泣，拒绝
饮食和治疗，不让护士靠近。看到这种情形，
杜小丽耐心地劝慰，帮她擦去眼泪，一口一口
地喂饭，一有时间就去找她聊天，推着她去院
里晒太阳，鼓励她战胜疾病。经过一段时间护
理，这个女孩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她和杜小
丽成为了知心朋友。

绝大多数的家属在把患者带到医院后，
就启程回家，很少来探望，精神科的护士就需
要全方位地负责患者的生活，还要防止患者
自伤、逃跑、伤人。有一天凌晨2时多，科里一
名患者突然昏迷，意识不清，病情十分危重，
而患者的家属又联系不上。接到科室电话，杜
小丽火速赶到了病房，将患者送往内蒙古人
民医院救治，交费、取药、送化验……在患者
身边整整忙碌了一夜。因为治疗及时，这名患
者转危为安。

作为科室护理工作的领头人，杜小丽凡
事身先士卒。杜小丽有个小本子，上面记录了
每个患者的大事小情。她从事精神科护理工
作20年，已经练就了细致的观察力和有效的
沟通技巧，许多躁动不已的患者在她身边都
能乖乖地安静下来。杜小丽说：“这是精神科
护士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平凡的岗位，因为多了份坚守，而变得不
平凡；容易的事，因为多了份认真，而变得不
容易。20年如一日，杜小丽用满腔热情与无私
的爱守护着一群特殊患者的心灵。

工作中的刘爱华 薛芳在为患儿输液

杜小丽和患者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