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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灯者的           照亮生命的原野
                           一线护理工作者的职业叙事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邵阳县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护士长吕丹的药箱已装好血糖试纸和血

压计。随后，她和科室团队一行 4 人驱车朝着 30

公里外的塘田市镇花洲村驶去——71 岁的林

亲明和 69 岁的陈玉连夫妇正在家中等待术后

30天的第 3次随访。

        车辆路过晒满油菜籽的村道时，林亲明正在

田里打油菜。汗珠顺着脸颊两侧滑落，这个一个

月前接受输尿管软镜碎石术的老人，见到吕丹一

行就局促地藏起农具。“林叔，您输尿管里还放着

支架呢，这弯腰打油菜的动作做得频繁了，可能

会引起尿频、血尿的症状。”吕丹耐心劝说道。

        院门口的大树下，陈玉连端着铝盆缓缓走

出来，盆里装着刚打的水。“辛苦你们了，快来尝

尝苹果！”肾切除术后尚未完全恢复的老人，热

情地给吕丹一行洗了一盘水果。吕丹伸手摸了

摸老人衣襟：“穿这么少会冷吗？”一个月前查房

时，这位老人总是格外怕冷，吕丹记得深刻。掀

开衣角，15 厘米的切口愈合平整，吕丹笑着竖

起大拇指：“恢复得很好嘞！如果排尿量突然减

少，要及时打电话告诉我们。”

        这声赞叹背后，离不开邵阳县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全体医护的努力。在陈玉连接受肾切除

术当日，医院就启动了多学科疑难护理讨论。吕

丹带领护理团队联合多学科制定阶梯式随访方

案，将术后 7 天、15 天、30 天设定为关键节点，通

过每次随访实时调整护理策略，降低病人感

染与再入院风险，实现从院内到家庭的全

程闭环管理。

        走进家中，吕丹为陈玉连测量血压，

看到陈玉连袖带下嶙峋的手臂，她放轻了动

作。“118/76 毫米汞柱，比上次好多了。”吕丹一

边鼓励，一边叮嘱：“每天要多吃蛋类补充蛋白

质，鸡蛋羹、荷包蛋换着花样吃。另外，还要低

脂低盐，少吃腊菜、咸菜，家里的重活千万不能

再干了。”

        此刻吕丹的随访手册上详细记录着阶段

性成果：首次随访重点关注的切口愈合已达甲

级标准，肾功能代偿指标趋于平稳，团队特别嘱

咐的饮食建议已被老人熟记于心。护理组带来

的心理评估量表显示，陈玉连的焦虑评分较术

后初期下降了 60%。

        闲聊时，陈玉连说起，如果去城里复查要

走 40 分钟路才能赶上镇上的班车。她说：“错过

这趟车，就得再等一天。感谢你们一直记挂着我

……”吕丹轻声安慰：“所以我们来了啊。”

        “从治病到管健康，我们的脚步不能停。”

吕丹说，2023 年，邵阳县人民医院全面启动“卓

越服务示范医院”创建工作，对出院病人进行家

庭随访。如今，该院推行的“沃随访”平台已覆盖

县域内所有行政村，像陈玉连夫妇这样的术后

患者上门随访率达 100%。

        返程途中，随访人员曹医生的手机不断闪

烁——“沃随访”App 又派发来 3 户家庭的随访

任务。在邵阳县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组成的每月

“移动医疗队”，正用轮胎丈量健康乡村的里程。

像吕丹一样的护士正把对偏远山村“病有所医”

的坚实承诺，转化成村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生

命守护。

邵阳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护士吕丹

山路弯弯护肾康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通讯员 郑雯

        每当护士节来临，社交平台上往往铺满了鲜

花与掌声，我们总会被“白衣天使”的奉献精神深深

触动。可当节日的礼赞褪去，那些深夜穿梭于病房

的身影，仍在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如何

将敬意转化为行动，成为一道关乎全民健康福祉的

社会命题。

        从“提灯女神”到现代护理，这个职业始终在

守护生命的战场上负重前行。2024 年，我市医疗

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 3021.95 万人次，住院量达

104 万人次，全市 3.8 万名护士如同生命的守夜

人，在疲惫与坚守中传递着希望的火种。

        鲜花与掌声终会褪色，制度保障才是最长情

的致敬。在洁白的护士服下，隐藏着鲜为人知的

职业困境——“人手不足”“待遇不高”“倒班频

繁”“非护理工作繁重”“医患冲突时有发生”……

这些一线护理工作者最真切的呼声，折射出一个

亟待关注的现实。破解困局需不断优化护理岗位

配置以及与工作强度、技术含量匹配的薪酬体

系，畅通职称晋升渠道，并搭建多元成长平台，让

每一位护理工作者的专业价值得到充分彰显。

        与制度保障同样重要的，还有平凡日子里的

每一份理解与尊重。当患者家属因等待输液而抱

怨时，当“打针机器人”的戏谑消解专业价值时，

我们需要重建这样的共识——在医疗体系中，护

士与医生同等重要。俗话说：“医生的嘴，护士的

腿。”但护理的价值远非跑腿这么简单——他们

是医嘱的精准执行者，是病情的敏锐观察者，更

是患者最贴身的健康守护者。每一名患者的康复

之路，都深深镌刻着护士们专业而温暖的印记。

唯有当理解成为常态，尊重化为自觉，“白衣天

使”的称号才不再是一种浪漫符号，而是成为对

这个职业最坚实的礼赞。

        节日终会落幕，但尊重与行动，应永远在场。唯

有以制度保障化解职业倦怠，用社会尊重破除身份

焦虑，让每一盏南丁格尔的灯，都能照亮护理工作

者前行的长路，方能真正书写“白衣天使”的荣光。

致敬之后，更需行动
曾小慧

        5 月 9 日，这是王钞在心脏重症战

场值守的第 1693 天。

        2020 年 10月，23岁的王钞作为最

年轻的男护士入职邵阳市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CCU）。身高

175 厘米的他常被患者误认为是实习

医生。直到一次夜班中，他独自将一

名体重 85 公斤的谵妄患者安全转运

至抢救床，同事们才意识到这个“科室

弟弟”的力量——入职仅 3 个月通过

考核独立值班，如今已成为监护室救

治的中坚力量。

        “7 床室颤，准备除颤！”今年 4 月

的一个凌晨，监护仪刺耳的警报声骤

然响起。患者李军（化名）突发意识丧

失，心电监护显示室颤波形。王钞一

个健步冲到床前，持续胸外按压的同

时快速清理患者胸前汗液，为除颤争

取时间。经过半个小时的抢救，患者

恢复自主心律。这位曾多次质疑“医

院骗钱”的出租车司机，望着浑身湿透

的王钞艰难吐出一句：你们是真救命

的人。患者入院已 3 天，此前他因自

觉症状轻微，多次拒绝配合心电监护，

甚至扯掉输液管。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王钞的工作

中早已司空见惯。作为重症监护室里

的第一个男护士，王钞的夜班出勤率

常年位居榜首，经他手的谵妄、躁动患

者约束损伤率为零。“夜班最怕遇到突

发抢救又要约束的患者，但和钞哥搭

班能省出黄金 30 秒”。科内护士坦

言：“有他在，遇到躁动不安的患者不

用担心了。”

        但真正让同事钦佩的，是他将力

量转化为温度的能力。

        在 CCU 最里侧的 9 号床，63 岁的

心衰患者王梅（化名）曾让医护团队头

疼——一年内多次入院，每次都拒绝

治疗。一次，王钞为王梅更换输液管

路时，他“无意”提起：“下午看见您家

小孙子了，很可爱，应该读二年级了

吧？”王梅的手指忽然攥紧被角，眼底

泛起泪光。这场充满温情的“破冰”成

为了治疗转折点。在后续的治疗中，

王钞总会多停留 10 分钟，听老人絮叨

小孙子的趣事。渐渐地，打开心扉的

王梅，积极配合着心内科团队的治疗，

直至好转出院。如今，王钞的手机相

册里，仍存着她发来的最新照片：祖孙

俩在公园散步，阳光下正笑得灿烂。

        在这个女性占比 90% 的行业，王

钞的称呼从“那个男护士”变成“王老

师”，科室里男性实习生的面孔也日渐

增多。上周有个腼腆的男孩告诉他，

是看到男护士也能如此专业才报考护

理系。

        “护理不仅是技术，更是心与心

的对话。”如今 28 岁的王钞，继续在监

护室里书写着护理记录。他的工作台

账里藏着特殊标注：3 床病人解释病情

时要多点耐心、6 床老人怕黑需留灯

……这些细节与抢救成功率、输液精

准度等硬指标同等重要。当被问及职

业信念时，他指着护士站墙上新贴的

锦旗——落款是出院患者的签名，轻

声道：“能让患者带着希望离开监护

室，就是最好的职业勋章。”

邵
阳
市
中
心
医
院
心
血
管
内
科
重
症
监
护
室
护
士
王
钞

﹃
男
丁
格
尔
﹄
的
硬
核
担
当
与
温
情
守
护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唐
颖 

通
讯
员 

李
文
娟 

阳
媚

编者按：
    白衣执甲护苍生，提灯暖映人间路。内分泌科病房里手把手教老人使用胰岛素笔的轻声叮咛，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彻夜紧盯监护仪数据的坚毅身影，乡间小路的泥泞印记丈量着健康守护的
里程……在第114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这些镌刻在邵阳热土上的南丁格尔印记，正闪耀着最动人的生命之光。
    本报特别报道《提灯者的光 照亮生命的原野》，将镜头对准三位奔跑在一线的护理人——他们是心血管内科中为心梗患者按压复苏的“南丁格尔”，是内分泌科病房里为糖尿病患者制定控糖
计划的“甜蜜管家”，更是翻山越岭叩响千家万户的“健康信使”。值此节日，谨向所有躬耕守护的邵阳护理工作者致敬：你们以爱为炬，是守护生命的卫士，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璀璨星火。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有这

样一位护士，她以 0.1 单位的细微刻度为笔，

在患者的生命画卷上勾勒出精准的守护线

条，她就是被同事评价“能把胰岛素剂量做

成艺术”的糖尿病专科护士陶青。

        陶青从小就对医护人员充满了敬佩之

情，救死扶伤的梦想种子在她心中早早种

下。高考填报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护理专业。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陶青以优

异的成绩从护理院校毕业，并顺利进入邵阳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从此开启了她的护

理生涯。

        初入医院，陶青被分配到内分泌科。内

分泌疾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需要护士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面对

挑战，陶青没有退缩，她主动向科室里的前

辈们请教，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大量的专业资

料，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内分泌科的患者大多需要长期治疗和

管理，这就要求护士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疾病

治疗，还要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

康。陶青深知这一点，她总是耐心地倾听患

者的诉求，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对于糖尿病患者，陶青会详细地为他们讲解

饮食控制、运动锻炼和血糖监测的重要性，

并手把手教他们如何注射胰岛素、使用血糖

仪。她还会根据患者的口味和饮食习惯，为

他们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帮助他们控制血

糖水平。

        在陶青看来，护理工作不仅仅是技术

活，更是一份充满爱心的事业。她总是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让患者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一位老年糖尿病患者在住院期间，子女因为

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在身边。老人感到

十分孤独和无助，情绪也很低落。陶青发现

后，每天都会主动陪老人聊天，帮他打饭、打

水，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在老人血糖控制不

稳定时，陶青会更加密切地关注他的病情变

化，及时调整护理方案。在陶青的悉心照料

下，老人的病情逐渐好转，脸上也重新露出

了笑容。出院时，老人紧紧握着陶青的手，感

激地说：“你就像我的亲闺女一样，谢谢你这

段时间的照顾！”

        除了日常护理工作，陶青还积极参与科

室的健康教育活动。她经常为患者举办健康

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普及内分泌

疾病的防治知识。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专科护士陶青

0.1单位刻度上的生命守护艺术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5·12”国际护士节特别报道

  【冷数据】

        自 2023 年 8 月邵阳县人民医院推行的“家庭随访”

机制实施以来，农村患者规范复诊率从 63% 提升至

84%。吕丹和同事们的里程表上，每月新增着 200 余公

里的健康守护轨迹，实现医患“零距离”，住院患者满意

度从 90% 上升到 99.44%。

  【热现场】
        临别时，陈玉连把吕丹的手攥得发红，送了一程又一程。

吕丹在随访记录上备注：“花洲村陈姨睡眠不好，下次复查，要

带一些助眠药物。” 车子在崎岖山路上颠簸，吕丹的药箱叮当

作响。陈玉连夫妇的术后康复情况，随着车轮转动在她心头反

复盘桓，成为了她心中最深的牵挂。

  【冷数据】

        陶青 12 年护理生涯成果斐然。她年均精准调控管理糖尿病患者 362 例，制定个性化控

糖方案 248 例，其中危重病例占比达 29%。在胰岛素注射指导方面，她的合格率高达 95.2%，

远超 86.1% 的全院均值，这得益于她对 0.05U 药液残留量的严格控制和对 1cm2 轮换注射精

度的精准把握。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的希望。

  【热现场】

        4 月 21 日中午，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忙碌依旧。陶青指尖飞速滑动胰岛素

泵触控屏，将 78 岁患者邓女士夜间基础率从 0.45U/h 调至 0.40U/h。这看似微小的、仅有标

准剂量单位十分之一的调整，却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次日晨间患者血糖稳定在 5.2mmol/L，

距离正常值上限仅差 0.3mmol/L，成功规避了低血糖昏迷的风险。邓女士的女儿拉着陶青

的手感激地说：“您真的是天使！您的细致照顾和救治，让我母亲的病能这么快稳定，这份恩

情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冷数据】

        监护仪警报响起的刹那，王钞的秒表便开始跳

动——从值班室电脑前到病床的距离，他能在 5 秒

内抵达；除颤仪开机自检、电极板定位、导电膏涂

抹一气呵成，平均用时仅 20 秒。这些被护理部精

确计时的动作，构成了他 5 年间参与夜间危重患者

抢救中 96% 成功率的底层密码。

  【热现场】
        初夏的夜风裹着花香渗入监护室，王钞正弯腰

给新患者调整呼吸机管路。监测屏幕的蓝光映在他

胸前的工作牌上，与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悄然呼

应。护理不是单向的技术操作，而是心与心的共振。

在这个距离死亡最近的战场，有人用药物对抗衰竭的

心脏，也有人用倾听与理解，让希望在心肺之间重新

生根发芽。

        ▲临 别 时 ，患 者 拉 着 吕 丹

（中）的手迟迟不愿松开。

▲吕丹（左一）在鼓励患者。

王钞（右一）将病人转运至普通病房。

◀陶青在给病人测血糖。

◀王钞握住患者的手并轻声安慰。

▼陶青正在给患者核对信息。

感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