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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血透室越发繁忙了。
清晨，透析机滴滴答答开始运转，尿
毒症患者陈旧的血液汩汩地流向透
析器，过滤后的新鲜血液又源源不
断流回体内。暗沉浮肿的脸庞在清
洗中逐渐瘦削，焕发出新生的光彩。
将病人与机器连接的是护士们，瞧
她们像蜜蜂样在病人之间穿梭着，
手里的活儿忙个不停，还不忘叮咛
与唠叨。“阿婆，是不是偷喝水了，
每天只能喝一小杯水，吃清淡一点
哦！”“阿公，平常左手不能举过头
顶，左手内瘘是你的生命线，你要宝
贝一样爱护它，睡觉不能压着，不能
提重物！”。

这是一群老弱病残伤的人，他们
的肾停止了工作，只能依靠透析维持
生命。每周二到三次透析，寒冬酷暑，
刮风下雨坚决不动摇。从最初的焦虑
急躁，惶恐不安，到默默忍受，坦然接
受，都有血透室护士们不辞劳苦的叮
嘱与安慰。当节假日人们访亲探友，

与家人共享天伦之际，血透室一天三
班灯火通明，年轻的护士们只能与透
析病人朝夕相伴。

一位 20 来岁的小伙子，高大挺
拔，五官俊朗，很不幸的是，他遗传
了父亲的尿毒症。每次透析他都沉
默不语，眼神中满是忧伤厌世情绪。
从他母亲那里我们了解到，小伙子
在高考体检中查出此病，几经波折
移植肾脏后，又出现排异。
不能让年轻患者就此沉沦。护士

们开始一波接一波轮番攻势，操作中
动作轻柔，减轻伤痛；透析间笑脸相
迎，嘘寒问暖。从过度透析到稳定透
析后，患者深锁的眉心开始舒展，紧
闭的心门开始敞开。紧接着，QQ加为
好友，为他出谋划策开淘宝小店，建议
他适度球类健身，夏天游泳……别把
自己当病人，这是护士对他真挚的忠
告。身体残缺，但心智不能残缺。这样
的宣教成了护士们工作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一位迫切想做妈妈的女孩，为她
失去 6个月大的双胞胎而哭泣，为停
药导致移植肾失去功能，需要永久透
析而悲哀。悲恸的哭声酸到护士们心
里，此刻劝说是无效的，哭泣是最好
的疗方。她是个不听话的女孩，不管
护士如何苦口婆心，她依旧我行我
素，动不动“耍大牌”，不来透析。直到
抽搐昏迷，辗转急诊、ICU到肾内科。
当这位患者逐渐好转后，护士们故意
虎着脸，“知道后果了吧，不听我们言，
吃亏在眼前！”然后口气一软，“人活着
总是好的，活着总有希望！吃一堑，长
一智，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生命的
渴望。”女孩开始接受我们建议，按时
透析，阴霾在脸上消失了，代替的是
羞涩的笑容。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工作，但一线
的护士们把它当作不平凡的事业。累
在心里，笑在脸上，尊重生命，传递希
望。

血透室 娄丽妮

洗净生命 点燃希望
她是一名平凡的护士，用饱满的

热情、温暖的语言、真挚的眼神、娴

熟的护理技术为患者排忧解难。她是

一名普通的护士，以对工作、对病人

认真负责的行动，赢来了病人、家属

及各级领导的赞誉。从事护理工作二

十多年来，她爱岗敬业，是医生的好

帮手，是护士姐妹的好榜样，更是病

人及家属的生命天使，她就是骨科的

李丽护士。

护理工作是一个团队互助的工

作，一个人的技术好，不能做好所有的

护理工作，只有所有的护士技术过硬，

才能为所有的患者解除病痛。骨科老

年病人多，且专科性强，要求护士有

过硬的护理知识和渊博的康复知识。

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李丽

同志积极学习新业务新知识，并融合

贯通，运用到她的护理工作中。为了

提高年轻护士的技术水平，她都会言

传身教，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

传授给年轻护士。

作为一名主管护士，她每天都以

最美丽的微笑，最亲切的语言，最饱满

的工作热情来面对病人。每天早上 8
点到病房，首先向每一位病人问好，

“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您睡得好

吗？”每天下班前，她会再次来到病房

看看病人，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问问

他们今天的感觉如何。一句句简单的

问候拉近了护士与病人之间的距离。

一句句真诚的话语，使病人体会到了

医患之间的平等和亲切。她总是以饱

满的热情去迎接每一位病人，每当有

新入院患者时，她就主动迎上去，热情

接待，为病人作自我介绍，安慰病人，

勉励病人建立克服疾病的信心，给病

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让病人感

到亲切和信任，为以后的沟通打下坚

实的基础。

7月 23日晚接到 7·23事故通知
后，我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人员物

资快速到位。李丽接到医院通知马

上到达医院参与病员救治工作，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积极配合我院

心理科，对科室里的伤员进行心理

疏导，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也关怀

备至，询问病人睡眠情况，帮助病人

剪指甲，整理、更换床单。我们科室

对病员的救治工作，得到了卫生部

专家组的肯定。去年医院创“三甲”

中，她积极带领全科护士进行护理

技术操作，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示

教，为接受省里的“三甲”检查作了充

足的准备。

李丽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工作

在临床护理工作第一线，二十年如一

日，护理工作无一差错，做到了敬岗爱

业，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堪称为优秀

的白衣天使，深受广大患者欢迎和爱

戴的好护士，多次受到患者及家属的

表扬。

骨科

一名平凡的护士

作为助产士的我们，工作在这圣

洁又不易被别人了解的“禁地”，工作

的对象是特殊的人群———身兼两个生
命的孕妇，决定了我们工作的繁重性、风
险性和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一刻
也不能松懈。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夜班，许多小

生命们都像是被赶在了那晚诞生。产
房里灯火通明，夜班的同志应接不
暇。在大家忙成一团的时候，救护车
送来了一孕妇，并告知我们这是个
“三无”人员：无身份证、准生证，
无孕检史、无家属。孕妇很年轻，
披散着乱发，肚子看起来足月大
小，频繁规律的宫缩使她显得惊慌
无助。当同事询问病史时，她像是
刻意在隐瞒什么，始终不愿说，这

可难为了我们。快速地作了产科检

查，宫口已经开全了，于是大家各

就各职准备接生。出于同情心和好

奇心，在那仅有的半分钟独处时间
里，我掠过产妇黏乎又湿辘的头
发，轻轻地问道：“你怀孕的事是不

是瞒着家人的？你要告诉我们真

话，这样我们才好帮助你，怀胎这
么久，不是希望小孩能平平安安地

出生吗？”“嗯”，从那因疼痛显得

冰冷失色的双唇中发出微弱的声
音。通过短短的沟通，她终于支支
吾吾地告诉我实情，她是在校大学
生，前不久才稀里糊涂地发现自己

怀孕，这事家里人并不知道，据回
忆大概停经 8 个半月了，都没敢去
医院检查过。产程进展得很快，从

入院过来才 5 分钟就看到胎儿着
冠了，奇怪的是在腹部的另外一侧
又摸到了肢体，难道是？新生儿科和

值班的所有医生都来了，紧随着第
一个胎儿的娩出，果然查到另外一
个羊膜囊。A婴的哭声听起来是那
么的揪心，像是为 B 婴哭泣，产妇
吓傻了。我们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就
这样展开了一场与死神的争夺之战。
最后，两个婴儿都平安地转入新生儿
室保暖。

望着那两个酣睡的婴儿，还有
那个激动得一直喊着“谢谢”的产
妇，你体会到了那一声的“谢谢”包

含了多少的礼赞，凝聚了多少的期
望，又点燃了多少孤寂无助的心吗？

分娩室 朱雪燕

一声谢谢的重量
当我离开急诊科轮转到心内科

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吵吵闹闹，轰
轰烈烈的场面，而是一张张微笑的
面孔，一次次无微不至的关怀，一
遍遍耐心的诉说与指导。我的笑容
凝固了，心里犹豫和彷徨着。离开
了急诊清爽利落，雷厉风行的环
境，来到心内科优质服务病区，为
病人日复一日地做好健康宣教，每
天重复着那单一的生活护理，是否是
正确的选择。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三个多月的
时间匆匆的在指缝间溜走。在心内科
经历的人和事，正悄悄地改变着我最
初的认识，让我的心里荡开了阵阵涟
漪。

在巡视病房的时候，经常看到一
个患先天性心脏病，左房缺损的小女

孩专注地翻看着课外书。打针输液
时，她还调皮地对我们眨眼睛。我好
奇地问：“小妹妹，你不怕吗？”她却开
朗地说：“护士阿姨说了，要勇敢，要
微笑，要给旁边的爷爷奶奶做榜样。”
听了她的话，我会心地笑了。感谢上
一班做好宣教的姐妹，她的用心服务，
用微笑滋润小朋友的心灵，才使我的
治疗那么的顺利。

还有病房里曾住着的一位老人，
脾气非常暴躁与古怪。每次输液不
是大发雷霆就是提许多要求为难
轮转生。后来，我的带教老师告诉
我，他是心内科的老病人，经常住
院，非常熟悉这里的人和事，许多
护士摸清了他的脾气，跟他做了朋
友。我非常敬佩这些护士，她们面
对这样刁钻的病人，丝毫没有抱

怨，更没有不理不睬，而是用自己
的专业技术和十二分的耐心，搭建
起了病人心灵的桥梁。我坚信，在
不久的将来，我也能将这座冰山融
化。

科室就是一个小家，在这个家里
我们有过辛勤的耕耘。当深夜无数人
进入甜美的梦乡时，我们还穿梭在各
个病房；当同龄的女孩在家温馨地相
夫教子时，我们还在与病人耐心解释
沟通；当节假日朋友们出去游山玩水
时，我们还在病房默默地做治疗。我们
每天都在做普普通通，却非常伟大的
事情。正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天使们，默
默奉献自己的一份关爱，一份汗水，一
份真情，才使我们的小家变成了温馨的
大家。

心内科 夏梦梦

用心服务温馨“大家”
这是一个不为外人道的世

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多
少外界荣誉，只有昼夜不息的灯
光，忙碌不停的脚步，来去匆匆
的身影。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圣洁的燕尾帽，素雅的白衣，温

暖的笑容，真诚的问候，熟练的
操作，光耀着生命的希望之光。

我一直都记得大学时的授
帽仪式，在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
尔像前，我们直跪在护理前辈面

前，接受前辈赐予的燕尾帽，接

过前辈手中的蜡烛，站在南丁格
尔像前宣读誓言，那一刻我心中
汹涌澎湃，希望自己能够永志那

天的决心与誓言，但是现实与理
想总是有差距的。

现实的护理工作是繁重的、

琐碎的，更有无数病人与家属的

鄙视与不理解，我曾经为此伤心

难过。但是成功就是将简单的事
情重复地做，把每一件简单的事

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一

千遍、一万遍地做好就是不平
凡。我们事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

也是如此，夜幕降临时，她提着

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

路，在 7英里之遥的克里米亚营区
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坚信病人事

情无小事，白衣天使有爱没有怨。

我深信，丰碑无语，行胜于言。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历过

多少的生离死别，旁观过多少的

世事无常、悲欢离合。我至今仍

记得一位重度肺动脉高压、呼吸
衰竭、产后的女患者，她在 ICU
治疗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知道她
决定自动出院时，我非常震惊，

她在手写板上写道：" 我想回家
看看我的孩子，从她出生，我就
没看过她一面，很想知道她长什
么样，想亲手抱一抱她，我的病

也就这样了。"当时的我，一下子
就流泪了。世上最宝贵的是什

么？毫无疑问是生命。当病人日
益康复时，我们喜悦欢呼，当病

人出院时，我们衷心希望从此不
再见，但是现在的医疗技术有
限，很多疾病并没有有效的治疗
措施，当我们看着病人每况愈下
时，我们的内心是纠结难受的。

在中国护士网上，曾有人留言

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不能
知道自己能做多少，在经历过多
次生离死别后我认识到，珍惜

吧，我会坚持走下去，不管前方

有多难。"让我们尊重生命，用心
呵护生命，帮助患者减轻痛苦、

促进健康，为人类的健康尽自己

的一份力。

最后我以泰戈尔的诗句来
总结：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

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

如火，承受生命的负荷和希望的
压力，乐此不疲。

重症监护室 林玲霞

生如夏花

十四楼是呼吸内科、传染病

科，很多人对这个科室的评价就
是脏、累、忙。这里病人多，打针

时间多，走廊加床都快到电梯门

口了，可护士呢还是固定的那么
几个。所以，在十四楼的姑娘们

啊，真不容易！

阿苏，是我们科室的老护
士。她原名叫苏萍，但我们都喜
欢称呼她为阿苏。阿苏家离医院
很远，但她每天都提前十几分钟

上班，十几年如一日，就为了有
更多的时间掌握病人的病情，为
忙碌而完美的一天作好准备，甚
至连组内的病人一餐吃了什么
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工作中，

她就是一个流动的护士站，不停
地穿梭于各个病房，不用等病人
呼唤就已将工作做好，所以阿苏
所管的病人床头铃几乎都没响
起过。

温娥老师，她是我们的主班
护士。我们病区病人出院带药
多，周转率快，医生又是那么地
耐心仔细，查房几乎得查到上午

下班的时间，时不时还有病人突
然出院，这可苦了我们的主班护
士了。她得处理好医嘱之后，经

过忙碌而又拥挤的电梯下十四
楼到更为忙碌而又拥挤的药房
对药。而这样的过程一个早上从
来没有少于三趟。她得自己备好

午饭，没来得及准备，就是饼干

加白开水充饥。主班的工作向来

就是繁琐的，但她从来没有半句

怨言。
我们的夜班除了忙之外，还

有特别照看肺性脑病的病人。他

们昼睡夜醒，夜里可精神了。看

护时，有些病人会向我们拳脚相
向，我们护士只好耐心劝导，待

他们情绪稳定时给他戴上无创
辅助通气。有时候护士们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给病人戴起来，一转
眼他又给你摘了。你戴他摘，如

此反复，一夜闹腾到天亮。

我们十四病区，算是老年病

区了，这为我们的宣教工作带来
很大的难度，好多爷爷奶奶们记

忆力和理解力不好，我们只好不

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解。我们
的治梅老师就更为烦恼了，她不
大会说温州话，跟老年病人交流
更加困难。于是治梅老师平时就
花更多的时间与病人交流。记得
有次，她在与一位病人交流的过
程中发现了该病人最近的情绪

发生了变化，有自杀的倾向，她
的及时发现并采取了治疗措施
才没使悲剧发生。

十四楼护士的好是说也说
不完的。在 5.12护士节来临之
际，我也想表达下我们十四楼
护士姐妹的心声，再苦再累都
不怕，我们怕的是得不到理解，

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得到尊重
关爱和帮助。

呼吸内科 缪理霜

十四楼的姑娘们

一袭绿色消毒服，一顶蓝色
手术帽，一张蓝色防护口罩遮住
脸庞，这就是我们手术护士的形
象。在医院里，我们就是这样一
个特殊的团队，我们的工作场所
远离人群，每天接触最多的是

那些冰冷的器械和浸满血污的
纱布。可是每一次当无影灯亮
起的时候，我们都要像战士一
样，身披绿色的战服，坚定地走

向生命的沙场，在血与汗的交

织中与死神和疾病展开顽强的
较量。

有人形容手术室的工作就
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手术

室的工作缺乏规律性，变化永

远比计划快。昨天明明还只有

几十台的择期手术，但今天上

班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
班。术前准备、术中配合、术后

整理清洁。一台手术刚下，就要

为下一台手术作准备。一台又一
台，忙起来连喝口水或上个卫生
间都顾不上，更别提准点吃饭
了。很多姐妹或多或少患有胃

病，但是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坚
持战斗在这无声的硝烟战场。

多少次，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当别人正沉浸在酣甜的睡梦
中，我们却整夜鏖战在手术台
上；多少个节假日，当欢声笑语

响彻城市的时候我们却静静守
候在手术台。无论是逢年过节、
刮风下雨或是三更半夜，大家都

会随叫随到。记得 2011年 7月
23日那个难忘的日子，当我们
获得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立

即打电话到科室里询问情况，需

不需要到医院加班，每个同事都
很主动地作好准备，随时待命。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与死神争分

夺秒，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手术顺利完成。

手术室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无论是亲手托起初生婴儿时的
喜悦，或是目睹抢救无望时家
属的悲痛，难忘的事有太多太

多。每个病人都有一个故事，每

一台手术都有太多的感慨。记

得一次，在手术前一直给一位
小病人做心理护理，他醒来后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阿姨你

的声音真好听！”这句话使我非
常震撼。虽然知道自己的声音
很普通，但是小病人的一句话让
我明白，在特定的时候不美的东

西也会变成最美的。那天第一
次感觉到自己是个真正的白衣
天使。只有在这白色的世界轻
轻地感受，细细地体会，才能感

受到这身白衣的神圣。
手术室 印李雅

无影灯下

2011年 7 月 23日的晚上，
动车发生追尾坠桥事故，这一整
夜整个温州城都不再平静，温州
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紧急召
回工作岗位积极参与抢救，忙碌

地处理这一批又一批送达的动
车伤员。

当我回到 ICU 病房的时
候，看到的场景是：一排的动车
伤员让病房显得有些拥挤，每

一个人都在紧张忙碌着，连扭

伤了脚的老师也加入了忙碌队
伍中，而护士长和主任更是一
夜未眠，早早地加入了动车伤
员救治。没有人抱怨，只是默默

地忙碌着。

收治的一批动车伤员中，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刚刚 20
多岁的年轻女乘务员，她被送来

时被诊断为：骨盆骨折、失血性

休克。看着身材娇小的她躺在
病床上，身体虚弱得几乎没有

血色，我实在难以想象在动车
脱轨坠桥的瞬间，她小小的身
体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因为骨

盆骨折，她不能像其他病人一

样翻身，这给我们的护理工作
增加了不少的难度。每每给她
翻身时，我们总是需要 4 个人
同时在同一水平将她抬起。而

且还需要一个人在她被抬起的
间隙轻轻地揉揉她的腰部，按
摩按摩她的尾骶部，以促进血

液的循环，防止压疮的发生。清

醒的她必须忍受着每次翻身时
带给她的痛苦，我们每次总是
格外的小心翼翼，深怕一个不
小心加重她的疼痛。在救治过
程中，看着她一次又一次地进
出手术室，身上也逐渐地多了
骨牵引、骨盆外固定、骨盆内固
定等等，我们都在心里默默为
她祈祷祝福，希望她能坚强地
支撑下去，而她也没有让我们

失望，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痛
苦，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灿烂的笑
容。每次看到她那灿烂的笑容，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默默付出是
值得的。

许久以后，当我再次看见
她时，她已经能够自己站立并
缓慢地步行了，脸上也红润了

许多，依旧挂着那抹灿烂的笑
容，那一刻我的心里是欣慰的。

也许在平常的工作中我们会有
许许多多的抱怨，但在那一刻我

深深体会到患者痊愈后的笑脸
和真诚的感谢，诠释出我们职业

的神圣和人生的尊严。虽然青春

会悄悄逝去，但理想在现实中熠
熠闪光。作为一名小护士，我相
信我会继续默默地坚持在我的

岗位上，把辛酸埋在心底，把燕

尾帽顶在发梢，把微笑写在脸
上，把圣洁永挂胸间。

重症监护室 李颖颖

默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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