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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的背景下，只靠药物和仪器来治疗
患者是远远不够的，如何深入地开
展人文关怀，为患者提供适宜的医
疗护理服务，提高患者的就医感
受，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厦门
市海沧医院护理团队“以患者为中
心”，通过“人本位护理”、“人文关
怀”、“叙事护理”，用爱心、细心、耐
心、责任心构建科室的护理品牌。

“我要一张厦门到漳州的机票
……”

“好的！”
“售票员”当即拿出纸，画了一

张“机票”，连同收的300元“票钱”，
递给了老人杜先生。

杜先生 85 岁，心脏不好，血糖
也高，还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健忘，
又像个小孩，因此，住院一个多月，
心内科护士们时常配合着老人，做

“即兴表演”，身份也随时发生着变
换，变“家长”“妹妹”“中介”“看
护”，甚至是“骗子”。

科室同事们的微信朋友圈里，
记录着和杜老先生的点滴温情互
动。对他们来说，配合老先生“演
戏”，是大家对他的爱——“他忘了
来时的路，我们就在他的世界陪他
走。”

76岁的林老伯，多年备受慢性
阻塞性肺气肿的折磨，一天24小时
都离不开氧气，这让老人产生了消
沉与绝望的心境。老人的状态被
他所入住的呼吸内科护士长吴雪
娟看在了眼里，为排遣他内心的孤
单，她不但为老人读报，还握着他
的手，贴心安抚，说：“别害怕，您一
定会好起来的，我们都在这里，一
定能看到您健康出院的那天……”
老人听罢此言，顿时泪流满面。

“提一盏灯、守护生命。”像这
样的故事，没人记得发生过多少
场。但是不计其数的感谢信和病
房里传出的阵阵欢笑声会说话，这
是他们开给患者最温馨“药方”。

黄严金主任表示，医院将在今后
的护理工作中注重强弱项、补短板，
让“护理质量持续改善项目”成为做
精做细专科护理、提高患者就医体验
的“利器”，更多地满足群众享有高品
质医疗服务的需求，造福百姓。

（廖小勇 夏华珍 陈少红）

充满爱心的人性化服务
厦门市海沧医院护理团队开给患者的温馨“药方”

如果说一剂良方、一台精
准的手术让患者的身体康复，
那么，一个笑脸、一声问候、一
次次如亲人般的呵护，会让患
者的心灵得到慰藉。前者考验
医生精湛的医术，后者则凸显
护士优质的护理服务。一直以
来，厦门市海沧医院护理部在
护理能力、专业建设、文化建
设、队伍建设上狠下功夫，护理
工作者们在平凡岗位上用奉献
演绎精彩，打造了专业化、个体
化、人文化的护理服务品牌，成
为让百姓满意、感动、口碑相传
的又一面旗帜。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不健康
生活方式的影响，心脑血管病、癌
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已成为
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一类疾
病。慢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到
我国总死亡人数的 85％，其疾病
负担占我国总疾病负担的 70％，
慢病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近年来，借助物联网、大数据
技术，海沧医院在全国率先建立
物联网呼吸慢病分级诊疗基地及
肺癌早诊早治平台，搭建了全市
统一的呼吸大数据管理平台，从
线上到线下一体化整合，实现呼
吸慢病从初筛、诊断、转诊、治疗
到康复训练的闭环管理，帮助更
多患者实现了慢阻肺早发现、早
干预、早控制。厦门市海沧区也

获评“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

平台搭好了，如何充分发挥
护理人员在慢性病管理中的作
用，达到提升公众意识，助力实现
慢性病管理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厦门市海沧医院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枢纽，构建“医院—家
庭慢病管理连续体”，不断拓展护
理服务领域，工作内容从疾病治
疗和护理向预防和康复等护理服
务延伸。

曾有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因
为并发症的影响，病情加重，药物
调整极其困难，导致卧床两个多
月，无法改善，严重影响了其生活
质量和家属的日常生活，一度放
弃了希望。在朋友的介绍下，该
患者转到厦门市海沧医院进行综
合康复治疗，通过加强肢体功能
训练、平衡训练、心肺功能训练，
并积极改善营养状态，进行心理
调整后，其运动症状明显好转，可
以独立进食、如厕、行走，情绪明

显改善，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也减轻了家属的护理负
担。

此外，该院护理人员作为慢性
病防治主体，积极参与到慢病科普
宣传工作中去。在医疗结构内部，
采用“患教会”等集中宣传的方式，
向广大患者及家属普及慢性病管
理的相关知识，开展健康大讲堂等
方式解答慢性病就诊患者的相关
问题。在社区中，采用发放健康手
册、利用微信、APP平台等信息方
式，传播健康生活方式和慢性病管
理的知识和方法。

他山之石，学以致用。该院
护理部坚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组
织护理人员学习、进修，了解护理
服务新趋势。同时，市海沧医院
的护理品牌以二期新病房启用为
起点，引入亲情服务、问候服务、
微笑服务、绿色通道服务等系列
具有海沧医院优质服务特点的服
务方式，提高了各方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

“今天介绍的心肺复苏，同学
们或许一辈子都用不上，但一旦
用上了，换回的可能就是一个鲜
活的生命。”日前，厦门市海沧医
院护理部组建青年急救志愿者团
队，又一次走进校园，这是他们自
2019年10月以来第十几次开启的

“急救技能进校园”活动。

从青年演员录制节目时突然
倒地逝世，到大学生球场猝死，对
于近年来频发的意外“猝死”，在
场的学生们对心肺复苏这个环节
都格外感兴趣。

“发现身边有人昏迷，先要喊
话并拍打双肩，判断是否还有知
觉。”志愿者成员们通过精心制作
的 PPT 进行了理论知识的教学，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成人
徒手心肺复苏的知识要点。随
后，在多名青年志愿者手把手的
指导下，将理论结合实际，学生们
逐一在模型上进行了操作练习。

“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今
天听护士现场讲解，并完成训练
操作，这让我对心肺复苏有更深
的了解，同时体会到生命至上的

意义。”一名完成实操训练后的学
生发出深深感慨，并表示将所学
传递给家人。

厦门市海沧医院护理部主任
黄严金介绍说，相关数据显示，我
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 2.9亿例，心
血管病死亡占居民疾病死亡构成
40% 以上。今后10年心血管病患
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我国每年
约有 55 万人发生院外心脏骤停，
但抢救成功率不到1%。学生的背
后是整个家庭，教会学生最有可能
让全家受益。为此，我们通过多形
式多渠道开展活动，深入社会群众
普及急救技能，切实促进社会整体
急救水平的提升，为“健康中国
2030”战略的实现，承担起医护人
员的神圣使命与责任。

护理人员与杜老先生温情互动护理人员与杜老先生温情互动

护理人员深入校园科普急救技能护理人员深入校园科普急救技能

护理人员表演情景剧护理人员表演情景剧，，普及脑中风预防知识普及脑中风预防知识

C 用爱心
打造有温度的“人文护理”

进校园
多形式多渠道科普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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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护理人员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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