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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云钰

“从一个护理小白到一名合格的护
士，这个过程需要多少个萝卜？”这曾是一
名实习护士的一句玩笑话，调侃她们用萝
卜练习扎针技术的不易。

事实上，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不
仅需要扎实的护理操作技术，还需要爱
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

新护士究竟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背
后有着怎样的故事？5月12日是112个
国际护士节，连日来，记者走近新手护士
们，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护士“炼”成记。

“一针见血”基本功是如何“炼”成的？

萝卜扎了一个月
同学间还要互扎练习

核对医嘱、垫上治疗巾、消毒、进针……
5月10日下午5点多，江津区中心医院儿
科学习室，24岁的规培护士李鑫雨正在练
习静脉注射。为了做到“一针见血”，她每
天下班后都会来到学习室用模型练习。

注射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打针”，分为
皮下注射、皮内注射、肌肉注射、静脉注射
等好几种类别，每种注射都各有技巧，需
要一针一针地练。

毕业于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的李鑫雨，目前正在接受为期2年的规
培，今年 6月规培结束后，才能正式上
岗。

“第一次接触注射是大一，老师告诉
我们，这个技术别无他法，只有多练习，熟
能生巧。”李鑫雨说，当时，为了尽快上手，
她就买了萝卜练手，“萝卜的手感与人相
似，我就在萝卜上找感觉。”

“一个萝卜能练习两三天，每个萝卜
都被扎得千疮百孔才换下一个。”就这样，
李鑫雨连续扎了一个月，萝卜用了好几
斤，终于找到了进针的手感。

在实操课上，老师让他们互扎进行练
习。由于同学手背血管较粗，她一针就见
到了回血。换同学扎她了，由于她的血管
不好找，那位同学第一针扎偏了，第二针
也有点歪。最后她颤颤巍巍地扎了第三
针才勉强合格。针尖带来的刺痛感，让李

鑫雨第一次体会到护理功底过硬的重要
性。

来到江津区中心医院后，李鑫雨接触
了各种各样的患者。在面对小患者时，李
鑫雨尤其犯怵。“孩子的血管太细了，有的
甚至不足1毫米，肉眼很难看清楚。加上
小孩子会乱动，会哭喊，大大地增加了注
射难度。”她说。

于是，李鑫雨细心观察指导老师的每
个动作，还把老师们宝贵的经验记在了本
子上：“肌肉注射时，2岁以下的儿童要打
臀中肌和臀小肌，因为他们的臀大肌没发
育，吸收不好”“血管不好找的孩子进针角
度要平一些”……记下来后，李鑫宇又在
模型上反复练习。

在经过不断实践和练习后，哪怕给1
岁以下的宝宝扎针，她也能做到“一针见
血”了！

婴儿们的年轻“妈妈”是如何“炼”成的？

只有7滴水那么多的奶
要喂5分钟

5月11日早上8点，市妇幼保健院儿
一科（新生儿救治中心）护士张宇已经在病
房忙碌起来，今年26岁的她刚入职1年。

“我看看你拉臭臭了吗？”她面前的保
温箱里，躺着一个出生仅5天的婴儿。张
宇仔细观察了婴儿排泄物的形态，确认正
常后，她轻抬起孩子的屁股，给小家伙换
纸尿裤。

别看张宇现在动作娴熟，但在刚进入
新生儿救治中心时，她也曾不知所措。“为
避免交叉感染，患儿家属是不允许进新生
儿救治中心的，所以患儿的吃喝拉撒就全
部落在了我们护士身上。”张宇还记得第
一次走进新生儿救治中心的情形：眼前的
小婴儿们是那么小，有的胳膊还不及她大
拇指粗，有的皮肤还是透明的，像果冻一
般……她的心瞬间被融化了，一种强烈的
被需要感油然而生。

“为了让孩子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我
们要用护理单给他们铺筑‘鸟巢’。”在主
管护师王敏的演示下，刚从学校毕业，从
未带过孩子的张宇从最基本的换纸尿裤、
铺“鸟巢”开始学起。

“最考验护士爱心和耐心的是给超早
产儿喂奶。”张宇称，“虽说孩子生下来就
会吮吸，但超早产儿可能会吸不动奶嘴，
我们就要用空针将0.5毫升的牛奶慢慢地
喂给他们。”

0.5毫升其实也就7滴水那么多，但喂
奶时间却长达5分钟左右。为啥会这么
久？张宇说，她们会先将乳汁推到针头，
形成约一滴的量，然后放到孩子的嘴皮
上，让孩子吸吮，待孩子吞咽后，观察是否
有继续吸吮的动作，再一滴一滴地喂。

科研型护士是怎么“炼”成的？

“挤”时间“充电”
吃饭时还在翻阅文献

5月10日8点，重医附一院重症医学
科病房里，29岁的护士甘瑞莹正在为一名
老人做康复训练。甘瑞莹与同事娴熟地
帮老人由卧躺逐渐过渡到站立，又引导老
人活动手指、四肢。同时，她在《早期活动
实施记录单》上记录下老人的生命体征、
肌力、活动情况、血管活性药物剂量等指
标。

“这是我护理工作的日常，也是我参
与的‘早期目标导向型活动在ICU有创机
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研究’护理科研项

目。”甘瑞莹说，在这个项目中，她主要承
担了患者项目实施和患者数据的收集统
计。

甘瑞莹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
专业，本科毕业进入临床后，她发现护理
科研可以将科研课题和临床相结合，探寻
更好的护理理念、方法，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可做科研并不容易。刚加入科研团
队时，甘瑞莹接手的第一个工作是参与
调查问卷的设计。调查问卷该写哪些条
目？对应哪些指标？这些都是她平时很
少接触的事物。“有时候晚上12点，我都
还在查阅文献，请教相关领域的老师，调
查问卷修改了一遍又一遍。”甘瑞莹说。

起初，她也有畏难情绪，觉得科研很
深奥，本职工作又忙，这让她有些泄气。
她的导师重医附一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米洁就用亲身经历鼓励她：短时间的付出
不一定能结出“果实”，但这过程中积累的
知识，将为后面的护理研究“蓄力”。认准
方向、持之以恒是关键。

为赶上团队的步伐，甘瑞莹经常“挤”
时间“充电”，有时吃饭时还在翻阅文献，
下班了还在收集整理数据。目前，甘瑞莹
参与的科研项目已经在市内三家区级医
院进行了推广应用，反响很好。现在正在
申报市级项目。

护士“炼”成记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们这支队伍氛围特别好，大家争当红岩精神传人。”5月
11日，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红岩精神讲解队特设团支部书记彭令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讲解队目前一共有13位讲解员，都是“00
后”大学生，“我们就是一座座桥梁，让观众通过我们的讲解，走
近红岩英烈，传承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讲解队主要在红岩文化室进行宣讲。红岩文化室
是由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与红岩联线管理中心合作共建的以弘扬
红岩精神、传播红色故事为主题的爱国主义宣教平台，于2020
年12月8日正式揭牌，免费对公众开放。

红岩文化室包含“千秋红岩”展厅、红岩图书（电子）阅览室、
红岩音像放映室、革命文化互动体验室。其中，“千秋红岩”展厅
展示了近40位红岩英烈事迹，成为师生及合川市民缅怀革命烈
士、接受精神洗礼的重要党性教育平台。

“讲解是增强自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已经累计讲了10
多场了，每次讲解结束后都在期待下一场讲解。”红岩精神讲解
队队员、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谭鹊说，每一次讲解，她都能对
红岩英烈的事迹多一些感悟。

彭令介绍，除了在红岩文化室宣讲外，讲解队队员还在寝
室、社区等地宣讲红岩英烈事迹。“人多的时候，一场讲解会能吸
引五六十人。”他说，为了满足大家对了解红色文化的需求，讲解
队队员不仅要熟记3万多字的讲解词，还要利用课余时间收集
整理相关史料。在一次次讲解实践中，他对红岩英烈更加敬仰
了。他还期待毕业后成为红岩联线管理中心讲解员，在烈士们
曾战斗过的革命旧址讲述革命故事，引导更多人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红岩精神讲解队还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去年9月，讲解队
面向新生招新时，100多位同学填写了招新意向表，70多位同
学参加了线下面试，经过层层考核，7位最终留在了讲解队。这
些朝气蓬勃的“00后”，正以其青春活力和精彩讲解，带领更多
观众走上传承红岩精神之路。

重庆这所高校
有支大学生红岩精神讲解队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悦）5月10日，记者从
北碚团区委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领广
大青年倡树学廉思廉践廉新风尚，扣好廉洁人生“第一粒扣子”，
北碚团区委开展“青春路·廉同行”2023年北碚区“青春倡廉”主
题教育系列行动。截至目前，该活动已持续举办20余场次，1500
余人参加。

据了解，北碚团区委始终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严密组织、狠抓落
实，多措并举筑牢党风廉政青春防线。为保证活动的有效性、
广泛性和可持续性，北碚团区委联合区纪委机关等部门制定
了《“青春路·廉同行”北碚区“青春倡廉”行动2023年工作方
案》，以“青廉”为核心，“树、学、守、护、育、晒”为抓手，开展“理
论武装、初心教育、警钟长鸣、常态提醒生态浸润、示范引领”
等六项专项主题教育活动，打造全方位覆盖廉洁主题教育模
式。

北碚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征集了40余份廉洁故
事音频，经筛选后在“青春北碚”公众号进行展播；动员了54个
基层团组织开展“青春倡廉”主题演讲活动；组织了120余名
西部计划志愿者写下清廉承诺，让青年干部写下清廉寄语；开
展了讲廉政党课、参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读廉政书籍心得分
享会等主题党日活动；举办了“青春倡廉”书画展，共60件优秀
作品参展，吸引2000余名市民观看，营造起“青春倡廉”的良
好氛围。

下一步，北碚将立足青年成长规律，照顾青年特点，根据青
年爱好习惯设计主题鲜明、富有特色、极具成效的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强化运用“青言青语”，线上线下一体推进，不断扩大覆盖
面，着力提升“青春倡廉”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北碚：

开展“青春倡廉”主题教育活动
筑牢党风廉政青春防线

新时代传承弘扬红岩精神

本报讯 （记者 云钰）5月11日，在
第112个国际护士节前夕，市卫生健康委
举行了“关爱护士 守护未来”2023年重
庆市5·12护士节庆祝大会。记者了解
到，目前，全市注册护士总数达11.73万
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3.65人。

从学历上看，我市护士队伍逐步转向

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多层次发展，大专
及以上护士达76.2%，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

“近年来，全市护理事业得到进一步
发展，”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维
斌介绍，重庆逐步建立了覆盖急性期诊
疗、慢性期康复、稳定期照护、终末期关怀

的全生命周期护理服务体系。护理服务
专科数量达37个，重症医学、肿瘤、糖尿
病等领域的专科护士培训辐射全国多个
省市。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持续优化护理服
务模式，从“疾病护理”转变为“以病人为
中心”的整体化护理模式，护理服务从院

内延伸到院外，从机构护理走向社区，全
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责任制整体护理服
务模式达100%。

此外，在日前举行的中华护理学会
2023年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上，重庆有3
名护士荣获中华护理学会2023年“杰出
护理工作者”称号。

青春建功新重庆

重庆注册护士
总数达11.73万人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责任制整体护理服务模式达100%

5月10日，甘瑞莹（右二）正在辅助病人进行早期目标导向型活动准备。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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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入微的护理服务、凝心聚
力的专业团队、科学标准的管理模
式……近年来，潼南区中医院作为集
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养为一
体的综合性三级中医医院，致力于打
造“岐黄之美·医心为您”护理服务品
牌，重视提升专业护理人才、学科建设
力度，在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增进辖区
群众健康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彰显中医药优势

2021年6月,85岁代大爷因左髋
关节置换术后由骨伤科转入重症监护
室，因年老失聪和重症医学科的特殊
性，家属探望病人只有半小时的时间，
为缓解患者出现明显的焦躁不安和孤
独的情绪，ICU护理团队随即针对患
者的特殊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护理计
划，除了纸笔、手势的沟通来安抚患者
的情绪以外，细致耐心的护士们还让
患者与其儿子、老伴儿视频电话，帮助
原本拒绝治疗的代大爷慢慢建立良好
心态，开始积极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治
疗。

“这样的护患故事每天都在医院
上演，护理人员为病患提供人性化服
务的同时，让患者能够享受起居护理、
饮食护理、用药护理、情志护理、运动
调养等中医特色护理优势。”潼南区中
医院护理部主任蒋丽佳表示。

近年来，潼南区中医院始终把优
质护理服务作为天职和本分，在提升
护理服务、完善专业内涵的同时，朝着
中医药特色优势方向发展，注重中医
药护理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着
力打造中医专科护理队伍。目前已建
成13个护理病区和门急诊科、重症医

学科、手术室、消毒供应中心、血透室6
个特殊护理单元，医院护理团队共有
270人，其中副主任护师20名、主管护
师61名，现有本科以上学历200名，培
养全国中医护理骨干人才3人、中医
护理治疗专科护士5人、中医专科护
士21人、静脉治疗专科护士10人、伤
口造口专科护士3人……俨然已成为
潼南区中医院连接医患的纽带和重要
桥梁。

据了解，潼南区中医院优质护理
覆盖率高，常规开展艾灸、拔罐、穴位
按摩、刮痧、穴位贴敷、中药熏洗、中药

熨烫等28项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依据
各临床科室的学科特点，制定专科中
医护理常规及中医护理方案，充分发
挥中医在临床护理和养生康复中的作
用，同时为患者提供居家护理等特色
延伸护理服务，塑造了一支具有综合
服务能力强、高度凝聚力和良好职业
素质的护理服务队伍。

以学习为由促交流，以培训为基
促提升。潼南区中医院陆续举办了

“三基三严”考核培训、中医特色护理
技术、护士礼仪、手卫生操作、院感防
控知识、静脉输液安全管理、急救技能

等培训与竞赛；开展糖友会、肾友会、
孕妇学校等系列健康教育活动、中医
护理文化传播活动；多次与周边三甲
医院交流合作，进一步提高护理人员
业务素质、操作水平和急救能力，提升
护理团队整体素质。

创建智慧医院
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为打通医疗快捷服务通道，把护
士的时间真正留给病人，潼南区中医
院打造了智慧医疗系统，其中智慧护

理系统的搭建更是医院智能化建设的
亮点。随着医院智慧护理系统的使
用，从挂号、就诊开方、缴费、检查DR、
心电、血常规等检验报告查看、取药
（药房发药）……通过全流程的可视化
就诊指引服务,医院护士可通过智慧
护理系统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并及时高
效进行病患处理，做到数据信息自动
化生成，不仅有利于提高护理服务的
质量和效率，还切实让患者感受到从
就诊到离院的智能化、人性化的就诊
服务体验。

“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标志着医院
信息化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
起点，为优化医院服务流程、改善医疗
服务效率、提高管理决策水平等方面
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潼南区中
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何键表示，潼南
区中医院智慧医疗系统以智慧便民、
智慧医疗、智慧管理作为建设内容，利
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全面升级智
慧医院系统和便民服务平台，为患者
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就医服务，着力
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感。

未来，潼南中医院将锚定“走在
前，创发展”，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推动医院护理工作在规范化、科
学化、制度化、智能化方面再上台阶，
将护理工作做好、做细、做实，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提升就医获得感。

汪丽容
图片由潼南区中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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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技能竞赛现场优质护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