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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红

一场特殊、温馨的满月礼，
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新儿
科病房举行。

“感谢你们对宝宝的照顾，
看着孩子现在健健康康的，我们
心里也踏实了！”3月18日，邵阳
学院附二医院新生儿科迎来了
两位特殊的探访者，他们就是
科室原收治的胎龄28 周，出生
体重仅 900 克超低体重儿宝宝

“可可”的爸爸和奶奶，第一次
抱着自己的孩子，宝宝爸爸脸
上洋溢着幸福喜悦的笑容，激
动地连连跟医护人员道谢。

2 月 18 日，该院新生儿科
收治了一例胎龄只有28 周、仅
900 克的超低体重女婴，这是
科室今年收治的第一例超低
体重早产儿。宝宝入院时，哭
声微弱、皮肤青紫、口唇发绀，
病情十分危重。收治入院后，
医务人员立即展开救治。将
宝宝放入早产儿专用高级培
育箱内，建立人工气道，使用
呼吸机和 PS 疗法。经治疗抢
救，宝宝生命体征日趋平稳，
各项检查指标慢慢回到正常
数值，照顾他的医护人员也都
松了一口气。

初生的宝宝大都比较脆
弱，抵抗力差，特别是早产低体
重的新生儿就更需要精心的护
理和治疗。为防止交叉感染，

“可可”的亲人均不能进病房陪
伴。于是，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救死扶
伤的白衣战士、天使，又是承担
起照顾“可可”吃喝拉撒的临时
父母。

由于“可可”血管条件差，
吸允能力弱，为提高超低体重

早产儿的救治成功率，护理团
队成功地给宝宝进行 PICC 外
周中心静脉置管，建立了长期
静脉通路，保障了肠外营养的
供给。并根据实际需求，制定
了微量喂养、静脉营养、仿宫内
环境、感染防控等等一系列的
个体化护理和治疗方案。

连日来，通过医护人员的精
心护理和治疗，“可可”的身体情
况也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体
重也在逐步增加，从原来的900
克增长到现在的 1250 克，身体
各项检测指标也逐渐恢复。

由于疫情的发生，新生儿
科按疫情防控要求关闭了病区
的探视，在宝宝即将满月的日
子，科室护士长刘风平提议给
宝宝办一个“满月礼”。

满月这天，“可可”的爸爸
和奶奶在护士长的指导下，做
好了手卫生和防护措施后进入
新生儿科。科室医护人员还特
意订做了一个漂亮的天使蛋
糕，为宝宝举行了一个简单而
充满纪念意义的“满月礼”。“看
着宝宝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
我觉得我们的辛苦付出都是值
得的！”科室护士张雪梅说。

●相关链接：
自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实行优质护理管理以来，该院新
生儿科采取了众多护理新举措，
将优质服务抓紧抓实抓细，注重
促进亲情化、感动化、个性化服
务，给患儿及家属提供温馨的人
文关怀，继承和发扬了医院“心
系百姓，健康同行”的服务理念。

医院新生儿科现有病床30
余张，医护人员30余人，科室配有
4台进口呼吸机、20余台新生儿高
级保育箱、多台双面蓝光治疗箱、
多功能监测仪器等。科室注重团
队建设、人才培养，科室骨干医
师、护士均曾在广东省人民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等省内外知名医院
进修学习及培训。科室有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危重新生儿、早产儿
的诊疗常规和抢救方案，医护人
员能熟练地开展常频及高频新生
儿呼吸机的使用、肺泡表面活性
物质的应用、静脉营养等技术。
科室规模、医疗条件、环境均位于
市内新生儿科前列，为成功抢救
高危新生儿提供了硬件安全保
障，近年来成功救治了多名850-
1000g的超低出生体重早产儿。

我们病区从 3 月 17 日清零
到今天有四天了。到昨天，全
部工作都已结束，今天本可以
不去的，可是，想想明天就要
离开了，突然对这个我们战斗
了 54 天的地方心生不舍，我还
是 不 由 自 主 又 来 到 大 别 山 。
平时都是匆匆忙忙赶往病区，
今天，我想在没有任何工作安
排的情况下好好跟大别山独
处一会儿。

来到这栋已是非常熟悉的
建筑前，三楼以上的灯全部熄灭
了，只有大门口的探照灯散发出
耀眼的光芒，三楼是本地工作人
员的后勤工作区，还有几个窗户
亮着灯。看着我平日里最期待
的一幕（所有病人出院，所有病
房灯光熄灭）如愿以偿，我不由
心生无限感慨！

这里的每个楼道、出入口、
电梯我都熟悉于心，因为在正式
进驻前，我就必须考察清楚，要
有合理的“三区两通道”，以避免
感染发生。

每个房间门口或墙上的标
识，仿若昨天才贴上去一般，都
历历在目，那些“清洁区”“潜在
污染区”“污染区”“更衣室”“缓
冲一”“缓冲二”“穿防护服流程”

“脱防护服流程”都是我用夜晚
的时间打印出来并带去病房一
一贴好！

走入病房，地面一尘不染，
我仿佛看到隔离病区那些大姐
们都抢过我们的扫帚和垃圾袋，
说：“你们这么辛苦，我们现在病
好多了，卫生我们来搞！”

还有那个5岁的小女孩，我
们问她中药苦不苦，她说：“只有
一点点苦，但我不怕，我要坚持
喝中药，才能把病毒杀死。”

昔日的重症监护室里，曾经
住着一位我们的医疗同行。当
他胸闷、气促到无法正常呼吸
时，用上呼吸机后自己都绝望地
想要放弃了，我们陪伴、安慰、鼓
励，不放过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
护理方法。他终于度过了危重
期，慢慢康复，出院送来感谢信
时，我们又激动又兴奋！

仓库里，静静地堆放着隔离
衣、防护服，现在物资已不再紧
张。可是，一个多月前，我们每
天都要去医院的后勤科领取各
种防护用品与医疗物资。当物
资供应不充足时，黄冈本地医务
人员总是自己不领，先让我们援
鄂医疗队领取。当我看到本地
医务人员只是穿着普通工作服，
按照三级防护标准工作在重症
医学科的工作区域时，我无声地
流泪了。

54 个日日夜夜，这里记载
我们的艰辛与汗水，也留存着欢
呼与感动，还有不断的“加油”

“加油”声。当一切皆成往事时，
才发觉，熟悉的病区里早写满深
深的情愫！

当我打开手机再一次把大
别山拍进我的镜头里，蓦然发
觉，手机里已保存不同时间、不
同季节的大别山！

也许，我在潜意识里就明
白，这样作为“小汤山”的大别山
将永远不复存在，所以把这些珍
贵的工作期间的镜头留下来。
现在和未来，这里将会是一家崭
新的综合性区域医疗中心。

别了，大别山！

不舍的别离
口述：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 何烈人

整理：记者 袁进田

儿科病房里的
温馨满月礼

““可可可可””的爸的爸
爸爸、、奶奶和医护奶奶和医护
人员在一起人员在一起。。

护士教新手爸护士教新手爸
爸怎样抱孩子爸怎样抱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