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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医文化 提升护理“三度”

2010年，国家卫生部“优质护理服
务示范工程”正式启动，身为国家三级
甲等中医院的垫江县中医院高度重
视，将中医特色护理与优质服务有机
结合，“三度”发展，把优质护理服务理
念逐渐渗透到每一名护理人员心中，
带给患者更多无微不至的关怀。

垫江县中医院护理学是“十二五”
国家中管局中医护理重点专科协作组
成员单位，近年来，获得中华中医药学
会首届中医护理技术创新“创新能手”
奖，重庆市“中医护理技术创新”赛二
等奖、重庆市“中医护理科普演讲比
赛”二等奖、重庆市“中医护理品管圈
比赛”二等奖等多项荣誉，中医护理学
正积极申报重庆市中医重点专科。

特色科室搭配优秀人才 护理“温度”不断提升随着护理学科的发展，护理内涵的
外延，提高护理品质、提升护理专业化
水平已成为护理管理的核心内容。自
优质护理开展以来，垫江县中医院新增
护士295人，全院护士拥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占比95%以上，有在读硕士研究生
2人，主任护师5人，副主任护师33人，
中级职称83人，护士长全员到广东省中
医院或重庆市内外三级医院进行护理
管理培训，到香港、复旦大学及市内外
多家医院进行交流学习，从而提升全院
的护理管理水平。

此外，医院每年都会选派骨干护士
25-30人进修、10-15人参加专科护士
培训。现有 24个护理领域专科护士
107人，同时，建立了静脉输液治疗护
理、围手术期管理、糖尿病护理、疼痛管
理、危重症护理、深静脉血栓预防、护理
会诊等10个专业护理小组，为专科护理
服务能力提升奠定了基础。

为持续深入推进优质护理服务，垫
江县中医院认真把握学科发展动态，适

时提出开展特色服务，打造“一科一品”
项目，在为患者提供高质量专业护理的
同时，也为患者提供了全程无忧的特色
护理服务品质链，将温度护理贯穿到医
院整体护理工作流程中。

“一科一品”优质护理服务活动开
展以来，各护理单元根据专科特点及患
者康复需求，制定活动方案、组织实施、
持续改进、总结提炼，形成具有推广示
范效应的品牌亮点，通过上级及医院评

审验收后固化成果。最后，护理团队获
得全国中医护理先进集体、重庆市优质
护理先进集体、妇产科获全国中医优质
护理先进病房、脑外科等8个科室获重
庆市优质护理先进病房，20余个科室获
医院“温馨服务示范病房”“护理安全示
范病房”“健康教育规范化示范病房”

“节支降耗示范病房”“护理服务零投诉
示范”等护理服务品牌荣誉，护理“温
度”的不断提升，也进一步改善了患者
就医体验。

多方位传播中医文化护理“广度”不断扩展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
群众基础，具有简、便、验、廉等特点。
为了加强中医护理技术在临床中的推
广和使用，挖掘特色优势技术，提高中
医临床疗效，垫江县中医院“从内到
外”，充分发挥中医综合治疗的优势，让
更多的群众认识中医药、感受中医药、
受益中医药。

垫江县中医院的每个科室都开设
了中医综合治疗室，而且每个治疗室里
都开展了不少于6项的中医护理技术。
在医院，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在护

士的带领下，住院的患者们正在做各种
各样的康复操，有的是锻炼骨骼，有的
是锻炼肌肉……“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
有不同的康复操，而且会根据患者的自
身情况调整难度。”正在教患者做健身
操的一名护士说。

不仅是在院内，在垫江县的各大广
场、社区，也总能看到来自垫江县中医
院的护理人员们，他们不仅免费为群众

进行血压测量、血糖测量，还为市民进
行简单实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培训与展
示体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穴位
按摩、耳穴压豆的基本操作，为群众讲
解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等的中医保健知识。

除此之外，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五禽
戏、八段锦表演等，现场教群众学习，不
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还激起

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文化的兴趣。
通过护理义诊和宣传活动等形式，

垫江县中医院的护理人员们将中医养
生的理念得以传播，让更多的民众了解
了养生操和中医护理技术，提高了民众
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

这些全方位的推广使用，发挥中医
药在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防治中的
独特优势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垫江县
中医院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能力及水
平。

创新思维提升护理质量护理“深度”不断加强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要求不断
增加，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望为
护理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护理人员只有转变观念，开拓
思路，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满
足群众期望。

为此，垫江县中医院的护
理人员不断开展临床研究，促
进临床护理实践的发展，为患
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近3
年，医院主持省部级护理科研
课题1项，主持参研厅局级课题
23项、专利授予权28项、护理
创新68项、发表论文80余篇。

2019 年，方元娥、彭玉梅
分别获重庆市“中医护理技术
创新”竞赛二等奖；贺晓梅获中
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护理技
术创新“创新能手”奖……医院
的护理创新活动进一步优化了
护理服务流程、改良了护理用
具、改善了护理服务，增强了患
者就医获得感。

护理应以患者为中心，以
临床问题为导向。为让更多的
患者学习健康知识，医院制作
健康教育课件1378个，录制健

康教育视频 11 个，利用“317
护”平台，累计推送达57万余
人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护
士可利用此平台为患者“量身
定制”健康宣教内容，及时为患
者提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康复
和健康指导。

此外，医院不断加强护理
信息化建设，开发护理不良事
件网络直报与共享系统，每月
向全院护理人员分享不良事件
案例，让护士在讨论分享中学
习，在学习中提升；使用PDA
手持终端，实现移动便捷查房
的同时，准确关联患者信息，降
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投入380
多万元建立移动护理工作站，
只为保障每一位患者安全……

细节决定成败，细微之处
显水平。垫江县中医院护理工
作者紧紧围绕“以患者为中心”
的理念，从护理的“温度、广度、
深度”三方面，经过长期不懈的
坚持和努力，发挥智慧，凝心聚
力，让中医文化深深地浸入了
民众的心中。

王凤 图片由垫江县中医

院提供

医院在社区开展定期义诊活动

向市民展示养生操太极拳

垫江县中医院

用爱精心呵护每一位患者

相聚千里、两条
战线、一个心愿……
不管是驰援湖北还
是留在院内救治新
冠肺炎病人的医护
人员，江北区人民医
院的战“疫”天使都在
各自的战线上坚守
着职责；在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护理
团队争分夺秒与时
间赛跑，治疗、护理、
消毒、健康宣教……
尽管工作繁琐辛苦，
但对患者的细致照
顾不曾减少；他们发
挥专业优势，为患者

“提灯照亮”，留下了
一幕幕感人的瞬间。

护理工作者弘
扬“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的南丁格尔精神，
不畏艰险抗击疫情，
肩负起了白衣天使
的职责。

战“疫”当前，做好防疫“守门员”

从事护理工作26年，她用真情温暖
每一位患者，用细心关爱每一位患者。
她是患者眼中的“好护士”，是年轻护士
眼中的“好妈妈”，她就是江北区人民医
院儿童科的护士长顾先君。在医院工作
的26年时间里，她多次获得优秀员工、
优秀中干，并带领团队获得了优秀护理
团队。抗疫期间，顾先君担任医院隔离
病房的护士长，带领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20多岁的年轻护理团队，坚守在院内抗
疫一线。

从2月5日到感染病房，顾先君与各
科室抽调的护士组成护理团队，悉心护
理患者，用34天的坚守，赢得了患者的
一致好评。从进入感染病房的那一刻，
顾先君就保持“在线”状态，多头兼顾，不
停奔波。作为隔离病房的护士长，她每
天需要统筹安排所有的护理工作。此
外，她还需要协助、开导年轻护士，给予
他们帮助与关爱。

真情感召，凝聚温情“动力”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医学博士特鲁多的墓志铭常常给
医护工作者鼓舞与启发。在接触的患者
当中，一名11岁的儿童给顾先君留下了
很深刻的印象。“那个小孩比较叛逆，她
一直不配合打针，我进去之后就一直开
导她。”“小朋友，你想不想出去啊！想出
去的话就要配合阿姨啊！”顾先君发挥了

作为儿科护士长的优势，站在孩子的角
度耐心地交流，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沟通
后，小孩同意了打针。

“顾阿姨，你是打针打的最不痛的，
下次我还要你打，我想给你一个抱抱。”
小孩子的话语让顾先君充满了感动，现
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她依然眼含泪
水。她说：“当时内心觉得十分温暖，觉
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都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士
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又是医生的左膀右
臂，除专业的护理工作外，她们还需关怀
患者和家属的内心。在感染病房，护理
人员是与患者接触最多的，她们需要负
责患者的治疗、生活和心理疏导，要尽
可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在接治病人
的单独通道，护士会提前在门口等候，
给患者讲述医院的环境，消除他们内心
的恐惧，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守土有责，彰显战“疫”担当

作为医院参与灾情救治次数最多
的护理人员，此前的非典、汶川地震、玉
树地震……每一次危急时刻，顾先君都
冲锋在前，这次也不例外。在得知疫情
后，顾先君主动请缨，第一时间选择报
名。“当时没有多想，就觉得是自己的职
责，一定要参与到这场战‘疫’中去。”她

说。
“顾老师，假如感染科还有需要的

话，你给我说一声，我随时都在。”医院心
内科护士向海霞的一条短信让顾先君感
触颇深。她说道：“当时她才从病房出
来，全身都湿透了，护目镜里面全是水，
脸上也被压伤了。当我看到那条短信的
时候，非常感动。”“现在回想起来，我一
点都不后悔，从事这份职业我收获了很
多。”顾先君表示，在抗疫前线，体现出了
自己作为医护人员的价值，也看到了很
多年轻护理人员在救治过程中的奉献。

抗疫期间，医院实现了“零死亡”和
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顾先君表
示，这是所有坚守在院内抗疫一线医护
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神经外科
护士长雷可殷、妇科护士长林芳等，她们
作为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的护士长，前
期在物资准备、病房搭建、流程制定和规
章制度的建立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是有了她们的付出，第二批护理工作
者进入隔离病房才能顺利地开展救治工
作。未来，她们将继续做好护理工作，坚
持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以实
际行动践行作为一名护士的职责。

使命召唤，驰援“荆楚大地”

在医院，她们是岗位上的“一把好

手”，是在护理专业上全面发展的“多面
手”；在家里，她们是“掌中宝”“心头
肉”……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她
们是一个个战士，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了半边天的力量。疫情以来，江
北区人民医院白衣天使们毫不畏惧，主
动请缨，医院总共派出了40名护理人员
先后驰援武汉市中心医院、孝感市中心
医院、云梦县人民医院以及孝昌县第一
人民医院。

王秀是江北区人民医院第二批援鄂
队员领队，临危受命带领20名护士奔赴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病区开
展新冠患者救治护理工作。每个班次提
前一小时到岗、不吃含水分多的食物、上
班前一定要去卫生间，这成了她们的集
体习惯，帽子、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特
殊装备的穿戴，每一个步骤都按部就
班。她们从白衣天使化身为白衣战士，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

走近患者，打造细致“软服务”

患者的情绪是护理团队需要着重照
顾的地方。护士会关心问候每一位患
者，打针输药时，总要详细地告诉患者每
一瓶药水的功效和使用目的，检查前会
把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消除患者内心恐
惧。碰见精神压力过大、情绪不好的患

者，护士们总会轻声细语地聊家常，拉近
与患者的距离，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面对一些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
我们还会帮忙视频联系家人，缓解他们
的焦虑情绪。”江北区人民医院第三批援
鄂医疗队队长蒋琴表示，这些都是职责
所在，每周她们都会定期召开护理质控
会议，对于特殊情况下存在的护理问题
会及时总结、反馈并整改，有效保障护理
工作及患者安全。

“你们这些小姑娘，不远千里、不怕
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去帮助我们渡过
难关，真的特别感谢你们……”武汉市中
心医院重症病房内，看着忙前忙后的白
衣天使，一位50岁的患者流下了眼泪。
王秀表示，疫情期间最常听到的，便是患
者饱含热泪的“谢谢”，不管几次听到，都
让人动容。

困难面前，拧紧行动“总开关”

在病区内患者实行全管，护理人员
除了要治疗、护理、心理疏导，还要负责
病区的清洁卫生、消毒隔离、垃圾处理、
尸体防疫处置等工作。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每天一穿就是连续好几个小时，脱掉
时汗水早已湿透衣背；摘掉口罩，脸颊被
口罩和护目镜勒得过敏红肿，凹痕深陷
脸颊。

“防护服穿上后大家都很笨重，一个
班下来大家都会被汗湿衣服，脸上贴了
水胶体依然会被压伤。”王秀表示，护理
团队都是很年轻的妹妹，一个班下来基
本都是身心俱疲，但是她们从不责怪、不
抱怨，只是一心想把事情做好。

“哪有什么白衣战士，不过是一群孩
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
救人……”王秀说，“我觉得网络上流传
很广的这段话来形容这些进入临床一线
的孩子很贴切，她们每天紧绷神经，忍受
着各种高强度工作引起的身体不适，但
从未退缩。年轻的她们展现了‘90后’
的担当，用自己的爱，精心呵护每一位患
者。”

邹密 图片除署名外由江北区人民
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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