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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因为热爱 所以坚守
——— 走进章丘区人民医院儿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秦慧聪

“干儿科的都喜欢孩
子，患儿康复是最大幸
福”

周立萍，区人民医院儿一科
主任。她向我们描述了一位儿科
医生普普通通的一天——— 早上7:
30，医生已经坐在电脑前开始了
解病情，熟悉夜间新入院患儿，
为交接班做准备；7:45交接班，8:
00开始查房，一般会持续一个半
小时到两个小时；10:00—11:30，
门诊和病房的医生都进入比较
忙碌的状态，就诊、咨询的患儿
和家长络绎不绝；11:30-11:45，
午班医生匆忙的午餐时间；11:45
-13:30午班，之后可以短暂休息，
17:30，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病
房，通宵夜班，第二天早晨要查
完负责的患儿病房，一般在9:30
查房结束后可以离开病房……

这也是区人民医院儿科医
生们工作的缩影。周立萍说，对
医生来说，没有节假日加班加点
是常态，儿科也不例外。遇到诊
断不明确或不明原因反复发热
的患儿，家长焦急万分，医生更
是牵肠挂肚。“周主任经常半夜
打电话过来询问患儿的病情，值
班的医护人员都习惯了。”护士
长赵辉在旁边说。

儿科，常被称为“哑科”，接
诊一个患儿的工作量往往相当
于多个内科成人病人。而且，对
治疗效果过高的期望会在一定
程度上拉低家长的满意度。“除
了精进治疗护理水平，更耐心，
更细致，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好
在选择干儿科的医护人员都很
喜欢孩子，对职业的热爱支撑大
家坚守这份事业，克服小困难也
不在话下。”周立萍说。

去年冬天流感季节，一名一
岁左右重症肺炎的小患者给周
立萍留下深刻印象。“病人治疗
效果不好，需要尽快调整治疗方
案，但是花费多，病儿家属对此
不理解，经过耐心沟通，家长选
择了信任。”那段时间，周立萍满
脑子都是这个小患者，上班第一
件事是先去看他，下班回到家也
会时常打电话询问患儿病情，有
时候临睡觉了突然想起有个检
查结果还没反馈，马上会摸起电
话打给值班医生。“终于孩子病
情一天天好转，孩子和家长脸上
都有了笑容。看到患者康复，这
种幸福感，满足感是什么都比不
了的。”周立萍说，“这是属于医
护人员特有的幸福感。”

“儿童保健，健康科
普，儿科医生大有可为”

由于疫情影响，小朋友宅在
家里的时间大大增加，有的甚至
一两个月都没有出过门。平常家
长们在带孩子出门时，都会倍加
注意孩子安全，但在家中却可能
会放松警惕导致意外的发生。

近日，区人民医院儿科二病
区收治了一位误服洗衣凝珠的
小男孩。接诊的儿二科主任黄淑
文检查后，立即将其收入院，经
过紧急洗胃和住院治疗观察，目
前患儿已康复出院。

黄淑文介绍说，洗衣凝珠
样子酷似果冻，极易误食且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其实在儿科
病房，每年收治的误吞异物的
孩子都不在少数，除了上面说
的洗衣凝珠，还有硬币、体温计
水银柱，甚至包括照看孩子的

老人经常服用的降压药、安眠
药等，儿科医生都曾经在接诊
中遇到过。她提醒家长，孩子天
生好奇心强，对细小的物体特
别是对于五颜六色的东西缺乏
抵抗力，因此在照看过程中，家
长要切记把危险物品存放在孩
子够不着的地方。“一旦儿童误
吞了异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
时，一定要及时就诊，以免错过
最佳治疗时间。另外在就医时，
要将儿童误食的同类物品、药
品一起带上供医生辨别。”

疫情以来，儿科门诊的就诊
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儿二科
主任医师孔丽梅在互联网医院

的线上免费接诊人次达到了
1728人。她说，疫情期间线上绿
色就诊通道的开通极大方便了
家长们，虽然接诊不分白天黑夜
有点辛苦，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
下用这种方式创新接诊，也为未
来儿科的诊疗模式改进作出了
有益探索。

黄淑文的体会是，疫情期间
带孩子来门诊做保健咨询健康
查体的也比以往多出不少。“孩
子生病少或不生病了，家长的关
注点变成了希望孩子更健康。”
黄淑文说，“在儿童保健上感觉
我们儿科医生还是大有可为的，
未来我们会在儿童保健这一块

上多下功夫。”

儿科输液，“一针见
血”没有秘籍

如果在儿科流行病季节来
到儿科输液室，想必会看到这样
一幅幅令人目眩的画面——— 孩
子们哭闹扭晃，稚嫩的小脸汗渍
斑驳；家长们面色凝重，坐立难
安如芒在背；凝神穿刺的护士
们，则肩负“一针见血”的重担和
嘱托。

“一针见血”的穿刺技术，是
儿科护士的“基本功”，但是要练
就这个过硬的功夫，却不是一朝
一夕一蹴而就的。遇到血管条件
特别差的孩子很难一次成功，要
是再遇见不理解的家长，以为是

“实习生打针或者护士故意的”，
张海燕就要费更多力气来沟通
解释，“没有一个儿科护士不渴
望一次成功，而且不像想象中那
样，儿科实习护士是没有资格摸
头皮针的。”张海燕说，“正式入
职的新护士从容易穿刺的患儿
入手，至少会在三个月到半年的
时间里在老护士带领下工作，目
的是确保穿刺成功率。”

在从事儿科护理工作已经
2 7 年的张海燕看来，“一针见
血”没有秘籍，就是熟能生巧和
悟性。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经
验、勤勉，当然更需要悟性。刚
入职的新护士有时候会抱怨，

“护士长你知道吗，遇到大哭的
孩子难缠的家长，心态会瞬间
崩溃甚至不想干儿科了，怎么
办？”这时候张海燕总是认真地
告诉她，“问问自己的心，是不
是真的热爱这份职业，只要心
中有热爱，慢慢你会觉得每个
孩子都是可爱的，我们的工作
是有价值的。”

守护生命奇迹，寒
冬中最温暖的呵护

一张妈妈抱着孩子的照片，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儿
三病区及新生儿病区主任王化
珍和团队的伙伴们看来却无比
珍贵。她说当想到自己的职业有
什么价值时，这张照片就是最好
的说明——— 照片上的男孩安安

（化名）是新生儿病区曾经的小
患者，看起来健康、活泼，和正常
出生的儿童没有两样。王化珍
说，生命真是个奇迹，新生儿重
症监护事业从生命之初就为之

保驾护航，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
值就在于此。

安安顽强的生命力也给新
生儿病区护士长刘文学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她说，胎龄27周，体
重1㎏，呼吸不规律，全身紫绀，
诊断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超未成熟儿（小于胎龄儿）、超低
体重出生儿。当时孩子病情危
重，医护人员也曾劝说家长可以
去上级医院治疗，但是孩子的妈
妈说，既然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信
任你们，你们放手治疗吧。

从此团队的医护人员开始
全心全意呵护这个新生宝贝，守
护这个生命的奇迹。王化珍说，
诊治这个“迷你宝宝”，耗费了医
护人员的巨大心血。从方案制
定、呼吸支持、用药剂量，再到护
理，医护人员的精神时刻保持着
高度集中，每个环节都来不得半
点马虎。王化珍说，有一个信念
在支撑我们，不光要让他活下
来，还要活得精彩。

患儿生命体征平稳后，单是
一个喂奶就让“护士妈妈”们绞
尽脑汁。从最初的管饲到经口喂
养，从生理性体重下降到体重增
长，中间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

“每次加奶，每次自行排便，每天
的体重增加，都带给我们惊喜。
看着孩子一天天好起来，再辛苦
都值得。”刘文学说。

其实这样的“奇迹”在新生
儿病区时时在上演。在病区接待
室里，一面“锦旗墙”格外显眼，
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孩子
离开监护室回到妈妈怀抱的动
人故事。刘文学说，每名从重症
监护室成功抢救回来的孩子，都
是“优秀毕业生”，这些锦旗就是
家长们给我们的“合格证”。其
实，这些锦旗不仅仅是“合格
证”，更是一份份“嘉奖令”，凝结
了医护人员无数的辛勤和汗水，
假如说早产来到这个世界对孩
子来说是生命的寒冬，新生儿病
区的医护人员则在生命之初给
了他们最温暖的呵护。

孩子们的父母时常会向医
护人员发送孩子成长动态，照片
里曾获救治的新生儿，而今白白
胖胖、健康可爱，这样普通又蕴
含生命奇迹的照片在王化珍的
手机里有很多，说起每一张她都
如数家珍。“这些孩子远比人们
想象的坚强。”王化珍说，“看到
宝宝们能够健康出院，付出一切
辛苦都值得，坚守这份事业更是
值得。”

在新生儿监护室，护理人员在紧张地工作。

章丘区人
民医院儿科，3
个门诊（专家、
发热、急诊），4
个病区（儿一、
儿二、儿三、新
生儿病区），80
名医护人员，承
担着章丘区儿
童、新生儿常见
病 、危 重 病 救
治、转诊、会诊
等大量临床工
作，2019年门诊
量突破 10万人
次，住院4500人
次……而在儿
科主任张晓蔚
看来，普通的数
字后面，是儿科
医护人员日复
一日的坚守和
付出。他们不仅
承担着繁重的
临床治疗工作、
教 学 、科 研 任
务，同时因为接
诊人群的特殊
性面临各种压
力。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以高
度的敬业精神
和责任感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
上，心怀热爱、
救死扶伤，把康
复的希望带给
一个个患者。

儿科输液室护士长张海燕和同事在工作中。

医护人员接诊新入院患儿。

儿科主任张晓蔚与医生们讨论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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