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经内科病房，80 后护士长陈文端正在
查房，护士用PDA扫描患者腕带，随着“滴”的一
声，患者的血糖值实时传输到电子病历系统。这
个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是她见证20多年护理
技术变化的缩影。

2000年7月，20岁的陈文端加入厦门市第五医
院。初出茅庐的她，在病房被骨科老护士长陈丽腾
的一个举动震撼到了：一位老年患者因严重便秘痛
苦不堪，陈丽腾竟直接戴上手套为其人工取便。那
股气味熏得她眼泪直流，可护士长连眉头都没皱一
下。“这个画面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课，真正的护
理，是连最脏最累的活都能含着爱去做”。

2017年接手神经内科护士长岗位后，她把这
种精神注入团队管理。科室里至今流传着“三个
必须”：新护士操作考核必须过关、患者的服务必
须用心用情、同事遇到困难必须搭把手。

去年科室接收了一位28岁的四川脑梗患者，
家属拒绝露面。陈文端不仅协调医院救助基金，
还自掏腰包承包患者两个月的三餐。患者康复出
院后，陈文端坚持与其联系，经常给予心理开导，
有一次更是将他从自杀边缘挽救了回来。如今这
个年轻人正常生活，每逢节日都会发来问候。

神经内科老年患者居多，常因“什么都不敢
吃”导致营养不良。陈文端联合营养科推出“重
拾生活滋味”计划，为患者制定食谱和指导饮食
顺序，护士们带着患者动手制作粗粮馒头、清蒸
鱼。诸多患者经过一段时间饮食调整后，身体从
重度营养不良变得精神饱满。

“打铁必须自身硬”是陈文端的口头禅。除
了在科室不断加强对护士们的理论、技能培训，
陈文端还经常带着她们到外面学习和参加比赛，
提升整体实力。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
得更远。”陈文端说，让她更自豪的是她们建立的

“家文化”。记者看到，在神经内科护士们各种齐
心协作、温馨相爱的团队照片。一位轮转护士在
聚餐时更是感慨：“在神经内科就像在家一样的
温暖。”

“护理传承就像神经突触传递。”陈文端笑着
说，老前辈把“不怕脏”的精神传给她，她要把“会
思考”的本事传给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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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8日清晨，58岁的陈丽腾最后

一次以骨外科护士长身份查房。当她轻轻推开
病房门时，脑外伤后遗症患者燕子（化名）突然
喊出：“护士长来了！”——尽管这个失语症患者
连家人都时常认不出。这样的场景，在这位坚
守临床 39 年的护理人职业生涯中已上演过无
数次。

1987年，21岁的陈丽腾如愿走进厦门市第
五医院外科。迎接她的是这样的工作场景：除
了各种常规的护理工作，护士们还要用砂轮手
工打磨输液针头，45度斜面的12号粗针要反复
在农民患者龟裂的皮肤上寻找血管；胶布需要
自己剪裁，棉签得亲手卷制。

但艰苦中藏着金子般的温暖。她至今记
得，当为一位躁动的消化道出血患者第三次穿
刺时，这位农民突然死死按住自己的腿：“护士，
你别急，我不动了。”

“父亲是一名党员，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有责
任心和爱心。”陈丽腾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
业，不管再苦再累，我都会以热情的态度应对。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陈丽腾以新人身份全票
当选优秀护士——这段经历后来成为她给每届
新护士必讲的“第一课”。

当记者问及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陈丽腾
脱口而出的都是记忆碎片：曾为智障流浪汉连
续擦洗三遍身体，曾给戴手铐的盗窃犯系鞋带，
最震撼的是那个暴雨夜——一位无名氏脊柱骨
折患者住院月余，她自掏腰包买饭添衣。出院
那天，当她把装满零钱、水果的布袋递过去时，
患者突然“扑通”跪地。穿着旧护士鞋的陈丽腾
几乎同步跪下，两人相拥而泣。这个动作后来
成为科室的“精神图腾”：“真正的护理，要跪得
下去，也站得起来。”

陈丽腾说：“自已从业的这39年，一直都在
临床一线，见证了医院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也
见证了护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护理工作不
仅注重疾病本身，更要打开患者的心扉，走进患
者的内心世界，从身体、心理、社会支持、精神需
求全面照顾、全程护理。”她总结传承的“护理三
用”：用手治病、用脑护理、用心救命。

陈文端护士长（右四）正在组织科室护士
们进行理论学习

陈丽腾护士长陈丽腾护士长（（左四左四））正在带领团队查房正在带领团队查房

从跪地护理到智慧医疗的温暖守护
厦门市第五医院三代“提灯者”的传承之路

在厦门市第五医院，护理精神的传承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从上世纪80年代手工磨针头的质朴坚守，到新时代智慧护理的创新发展，
三代护理人用青春与汗水诠释着“爱在五院”的深刻内涵。即将退休的陈丽腾护士长用39年临床坚守书写大爱无疆，“80后”护士长陈文端在神
经内科带着团队破浪前行，“90后”护士吴日金在急诊科与死神赛跑——她们用不同时代的护理语言，讲述着同样温暖的医者仁心。

凌晨3点的急诊科，监护仪的警报声划破寂静。
90后护理组长吴日金一个箭步冲上前，止血带在她
手中翻飞，穿刺、给药一气呵成——这样的速度，是她
在抢救室用无数个夜班淬炼出的“肌肉记忆”。

2011年，刚从学校毕业的吴日金入职到福州
一家医院，在普通病房从事护理工作。日复一日的
配药、打针、写记录，让这个年轻人陷入迷茫：“难道
护理工作就是机械重复？”一次夜班后，她突然递交
辞呈，转行尝试HR工作。但三个月后，当她在写
字楼里整理人事档案时，急救车刺耳的鸣笛声让她
猛然惊醒：“我的战场应该在更需要我的地方。”

经过努力学习，她考入厦门市第五医院，重
返医疗系统的她主动请缨调入急诊科，在这里遇
到了改变她职业生涯的引路人——现任护理部
主任的老急诊科张莹护士长。这位“全能导师”
不仅手把手教她危重症抢救技术，更鼓励她开发
新媒体技能。“第一次让我做春节科普视频时，我
连‘蒙版’是什么都不知道。”吴日金笑着回忆。
如今她制作各类科普视频已非常成熟，且具有不
错的播放量，还经常被选送参加各种比赛。

在吴日金的笔记本扉页上，抄录着急诊科张
莹老护士长传授作为急诊人的八字真言：“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通过言传声教，她从细节做起，灵
活运用“三级护理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减少不良
事件和投诉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感。

2022年冬天的一个夜班，吴日金在输液区敏
锐捕捉到：一位自称“胃疼”的老人全身直冒冷汗，
凭借她多年的工作经验：患者可疑“心梗”，她立即
启动胸痛流程。果然，该患者刚进抢救室就发生
室颤。“非同步双向波200J准备除颤！”伴随着除颤
板紧贴患者胸膛除颤的同时，“有了！”当心电监护
恢复窦性心律，当患者家属满怀感恩地拉住她的
手时，她才发现自己又救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从老一代护士的“三查七对”到如今的智慧急
救系统，从传统的床旁护理到“云科普”新媒体矩
阵，吴日金见证着护理技术的迭代。“但有些东西
从未改变。”吴日金说，正如“爱在五院”的文化传
承，用陪伴提升生命的温度，用护理疗愈患者的身
心，用青春与汗水担当使命。 （廖小勇 秦新立）

护士组长吴日金（右）前往学校进行急救科普宣教

60后“护理老兵”
39年膝盖上的医者誓言

80后“神经守护者”
用“家文化”注入团队管理

90后“急诊先锋”
从职场迷茫到生命赛道的“冲刺手”02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