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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王林慧心无旁骛地学
习，福建卫职院给她免除了学费，
还给予特困生补助、临时困难补助
等，并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负责
教室卫生。而王林慧负责的那间
教室，卫生评比总是最优，让老师
们很放心。学校党委书记曾武祈
还时常带着老师们去王林慧家里
慰问。去年暑假，学校还特意帮她
介绍了一家在校附近的企业，方便
王林慧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妈妈。

有几次，王林慧因为急事要赶
回宁德，护理系的几位老师很热心
地当起了“临时看护”，轮流照顾林
细碧的饮食起居。

学校明湖餐厅的总经理知道
王林慧的事儿后，主动为她办了一
张餐卡，1天可以用3次，没有金额
限制，解决了在校周边时，她和妈
妈的伙食问题。

3 个月前，林细碧病情恶化，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
院治疗。从闽侯荆溪到市区要 1
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这种情况下，
王林慧不得不只上下午的半天课，
然后晚上赶回医院照顾妈妈。

在病房里，总是能看到王林慧
在病床前复习的身影。王林慧说，
这段时间是她最累的时候。即将
开展的实习，妈妈的看病钱，还有
实习期间的住宿问题，都让她发
愁。

片刻焦虑后，她又坚定地说：
“妈妈在家就在。还有这么多人帮
助过我们一家。我一定要坚持下
去，好好学本领，毕业后找一份好
工作，努力回报社会。”

（陈坤）

宁德姑娘带着母亲上学，
如今，她还想带着母亲工作

近日，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科病房里，
总是能看到一位姑娘在病床前学习的身影。那是福建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的学生王林慧在复习功课。“快
要实习下临床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落下的课补回来，这样
才能更好地投入工作。”

王林慧翻书的声音总是特别轻，因为一旁的病床上，
刚刚挂完点滴的妈妈正在休息。今年，是王林慧带着妈
妈上学的第8个年头。

在闽侯荆溪关口村卫生所
对面有座民房，离福建卫职院
仅有500米距离，其中的一个十
几平方米的房间，是王林慧和
妈妈林细碧在福州的栖身之
所。

王林慧是宁德福安人。32
年前，妈妈林细碧患上类风湿
性关节炎，因无钱医治，导致病
情恶化，长年卧病在床，后又被
查出股骨头坏死、脊柱压缩性
骨折、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
因为父亲也有残疾，家里无其
他亲人，一家人仅靠低保和爱
心人士提供的救济为生。照顾
妈妈的重担就落在小王林慧肩
上。还在读初中的王林慧和妈
妈住进了敬老院，一边照顾母
亲一边上学。

为了更好地照顾妈妈，王
林慧特意报考福建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护理专业，还把母
亲接到学校附近，每天早早起
床，赶在学校上课之前，扶妈妈
起来，给她穿衣、梳头、洗脸、刷
牙、倒水喂药、买早饭。一放
学，王林慧从食堂打了饭，匆匆
往家赶。一到家，和妈妈一起
吃过饭，收拾妥当，给妈妈按摩
后，再拿出课本学习。

即使这样，王林慧也极少
请假。

“这是个极为自律、极为
励志的孩子！”福建卫职院护
理学院党总支书记谢涛说，年

轻人闲暇时的娱乐活动，她几
乎都没时间参与，甚至连吃饭
都是匆匆扒几口，每天都是步
履匆匆。照顾妈妈和工作是
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可以
看出，她非常希望通过努力，
找到一份好工作，改变一家人
的命运。

王林慧成绩优异，连年获
得奖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
等。放假期间，她还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结合专业所学
尽力帮助他人，曾获得“美德少
年”、“自强之星”等荣誉称号。
曾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
学大赛预赛一等奖。近日，在
宁德市“争做新时代向上向善
好青年”主题活动中，她还入选
崇德守信好青年。

妈妈病情恶化入院
病房里她仍坚持学习

一放学就往家赶，
年年都拿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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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颖
近日，莆田市第一医院耳鼻

喉科方超主任医生的视频号发布
了一段来自医院监控的视频，视
频中一位年轻女子面对手术室医
生不住地鞠躬，甚至跪下磕头。

医护人员接力救回两岁患儿
视频中的女子是一位两岁孩

子的妈妈，孩子因气道异物堵塞
导致呼吸停止，经过医护人员争
分夺秒的接力抢救，堵塞孩子气
道的一粒花生终于被成功取出。
当医生拿着取出的花生，告诉她
孩子已被救回时，女子难掩激动
的心情，当场跪下给参与抢救的
医护们磕头致谢。

据参与抢救的耳鼻喉科林启
明主治医师介绍，患儿是昨天傍晚
吃花生时将花生误吞入气管的，当
时还未表现出明显不适。随着花
生在气管停存时间增长，体积逐渐
胀大，凌晨12点左右，孩子开始出
现面色发黑、嘴唇发紫、意识不清

的缺氧表现。家人连忙将其送往
当地卫生院救治。但受抢救条件
限制，卫生院建议尽快转院。

早上 5 点左右，莆田市一医
院急诊科接到了求救电话，马上
兵分三路。一边派出救护车火速
前往湄洲岛码头接患儿，一边联
合儿科、耳鼻喉科、抢救室、麻醉
科医生在急诊科等待抢救，一批
则去了手术室做好手术准备。

很快，患儿被送上了救护车，
此时的他呼吸已经很微弱，医护
人员一路上不停地捏球囊，维持
患儿呼吸。

约莫半小时时间，患儿被送
入急诊科，送入早已在待命的手
术室内。

“就在手术开始前，孩子的呼
吸停止了。如果抢救时间再拖延
一些，孩子可能就回天无力了。”

林启明说。
随后，方超主任采用气管镜，

将肿胀的花生分块取出，使孩子
脱离了危险。

第一时间使用海姆立克法急救
“如果当时家长能在异物进

入孩子气道的第一时间就进行海
姆立克急救法，孩子也不至于出
现这么惊险的情况。”林启明说。
他同时提醒，海姆立克急救法需
在异物进入气道的第一时间展开
救援，如果时间拖得比较久，应及
时送院抢救。

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步骤
1.三岁以下婴幼儿
掏取出可见的异物，如无效，

马上把他翻转过来，婴儿面朝下，
或放在大腿上，头低脚高位，手臂
托其胸腹部，一手固定婴儿双侧
下颌角，使婴儿头部轻度后仰，用

另一手掌根部拍击，连拍1~5次；
无效则改为仰卧位，用掌根或中
指和无名指快速冲击性按压婴幼
儿两乳头连线中点下一横指处5
次，并观察小孩是否吐出异物。
或将孩子翻过来，躺在坚硬的地
面或床板上，抢救者跪下或立于
其足侧，或取坐位，并使患儿骑在
抢救者的大腿上，面朝前。抢救
者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放在患
儿胸廓下和脐上的腹部，快速向
上重击压迫，但要很轻柔。（同上）
重复，直至异物排出。

2.三岁以上儿童
急救者站或跪在孩子背后，

一手握拳另一手放于其上，并置
于患儿的肚脐和胸骨的剑突间。
双臂用力向着孩子的后上方挤
压，快速向里向上按压孩子胸部，
形成一股冲击性气流，将堵住气
管、喉部的食物硬块等冲出。推
5~10次，每次间隔约3秒钟，直到
气管堵塞解除。

医生接力救回孩子 激动女子跪谢医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