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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理行业中，男护士作为一支
逐渐壮大的力量，正以独特的优势与
细腻的关怀打破传统性别标签。值
此护士节之际，记者采访了来自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厦门医院不同科
室的五位男护士，听他们讲述职业背
后的故事、直面挑战的勇气，以及那
些与生命交织的温暖瞬间。

张雨：“触摸生命的重量，在奉
献中寻找坐标。”

“我叫张雨，今年30岁，我是一
名男护士。”作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厦门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组负
责人，张雨从事护理工作已有8年。
他坦言，重症监护室（ICU）的压力
远超常人想象，“患者病情瞬息万
变，我们需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凌晨1点多的夜班病房里，一
名30多岁的精神创伤患者躁动失
控，试图自杀。面对女性为主的夜
班团队，张雨迅速协助控制患者，
以体力优势和冷静处置化解危机。

张雨既是团队的力量支柱，也是
技术骨干。他负责维护床旁系统和
医嘱系统，精通心电监护等复杂设备
操作，并主导全员培训。

林镇鹏：“抛开性别标签，职业
本质才是核心。”

“我叫林镇鹏，今年24岁，我是

一名男护士。”林镇鹏毕业后选择
进入手术室工作。在他看来，护理
的核心是专业能力，与性别无关。

一次晚班，林镇鹏正在和早班
护士交接手术患者信息时，一转身
便看见躺在手术床上的患者因焦
虑而偷偷哭泣。他上前耐心地解
释手术细节，缓解患者的紧张情
绪。“术后，她特意道谢，那一刻我
感受到这份职业的温度。”

他说：“护理需要理性与感性结
合，男护士同样能以细致赢得信任。”

何伟力：“消除刻板印象，从每
一句询问开始。”

“我叫何伟力，今年 25 岁，我
是一名男护士。”谈到性别质疑，何
伟力曾遭到患者直接拒绝。“我不
要男护士，你没有女护士细心。”一
位40岁女患者术前需要进行静脉
穿刺，最初抗拒何伟力操作。他主
动上前沟通并以规范、扎实的操作
技术取得了患者的信任，并且改变
了患者对男护士的刻板印象。

何伟力提到，手术室工作尤其
注重细节，“术前核对患者信息时，
若对方紧张，我会逐项询问饮食、
睡眠情况，唠唠家常缓解情绪。”他
表示，性别不是障碍，专业与关怀
才是关键。

明泽：“柔性劝导与物理力量，
缺一不可。”

“我叫明泽，今年25岁，我是一
名男护士。”入职重症监护室2年的
明泽，对“刚柔并济”深有体会。曾
有一位结肠癌患者在术后因麻醉苏
醒有些意识混乱，误以为自己被绑
架从而攻击医护人员。作为在场的
唯一一位男生，他保持冷静，迅速反
应，一边用身体压制防止人员受伤，
一边联系家属唤醒他的记忆。

明泽认为，男护士的体力优势
是团队的重要补充。他强调，女护
士在精细化护理和情绪安抚上更
为细腻，“我们扛体力活，她们做精
细活，互补才能守护患者周全”。

朱旭：“穿上防护服，我就是战士。”
“我叫朱旭，今年 30 岁，我是

一名男护士。”疫情期间，朱旭主动
请缨驻守厦门国际健康驿站，负责
境外人员隔离与阳性患者转运。
夏季穿戴防护服连续工作数小时，
浑身汗湿的他，“只要听到患者一
句‘辛苦了’，就觉得值”。

最让朱旭触动的是一位80岁的
独居老人，她因疫情与家人分离，每
天偷偷流泪。“我陪她翻看老照片，聊
她年轻时支援西北的地质勘探经历，
她的情绪开始好转。”此后，每次见到
朱旭，奶奶总会竖起大拇指。

朱旭说，男护士的体力优势在
抗疫中尤为突出，“搬运物资、长时
间值守，我们扛得住。但护理的本
质不仅是技术，还有陪伴。无论性
别，都要对得起患者的托付。”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厦门
医院的这支男护士团队，以坚实的
臂膀扛起生命的重量，在危急时刻
冲锋在前，凭借充沛的体力优势为
抢救生命争分夺秒。他们将专业
素养与人文关怀完美融合，成为护
理队伍中不可或缺的“硬核力量”。

护理需要力量，也需要温度；
需要理性，也需要感性；护理事业
既离不开女护士的细腻耕耘，也同
样需要男护士的坚毅担当。

（廖淞荷）

在护理的漫漫征途上，总有一
些身影如熠熠星辰，照亮患者求医
的坎坷之路；总有一些故事似潺潺
暖流，抚慰患者病痛中的焦虑心
灵。值此第 114 个国际护士节之
际，记者走进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
医院，对话两代护理人。她们用不
同的时代印记，诠释着同样的南丁
格尔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
着不平凡的医者大爱。让我们一
同聆听这些温暖人心的护理故事，
感受那润物无声的职业力量。

陈美羡：三十九载以“仁心”诠
释护理温度

“阿伯莫急，伊袂晓共闽南话，
阮来慢慢噶你共……”在厦门医学
院附属口腔医院黏膜病科诊室里，
这样的暖心对话时常上演。面对只
会讲闽南话的本地老年患者，年轻
护士常常因方言障碍而手足无措。
这时，如化春风的闽南话总会适时
响起，时任护士长的陈美羡用熟悉
的乡音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焦虑
的老年患者渐渐舒展眉头。这声声
乡音，不仅化解了医患间的语言隔
阂，更传递着最质朴的医者温度。

“在我心中，每位患者都是需
要用心呵护的家人。”说这话时，陈
美羡的眼中漾着温柔的光芒。三

十九载春秋，她始终秉承“以患者
为中心”的护理理念，循循善诱的
耐心、感同身受的仁心、精益求精
的匠心，使每个诊疗动作都饱含温
度。她认为，感同深受是建立信任
的基础，正是这份将心比心的觉
悟，让她总能在细微处洞见需求，
于无声处化解不安。

身为护理部督导，重点肩负着
颌面外科病房、手术室、复苏室护
理质量的检查与指导。在创建三
级甲等医院的重要时期，伴随着三
四级手术比例的显著提升，护理工
作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专业技术考
验。为此，她认真地学习三级医院
评审标准及细则、最新临床指南、
团体标准及前沿护理文献，持续更
新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精进，为医
院顺利通过三级甲等医院的评审
提供有力保障。

在日常护理管理中，她始终秉
持“以心育才”的理念，重视护理团
队每位护士的职业发展。通过“传、
帮、带”的培养方式，诠释护理精髓：
既当规范操作的“质检员”，又做职
业成长的“指引人”，更成为心灵关
怀的“家长”。在她润物无声的指导
下，一支业务精湛、富有温度的护理
团队正以可见的速度成长。

张岩红：十二载用“创心”护航
口腔健康

“这个面屏太棒了！我的妆居
然一点也没花！”23 岁的琳琳（化
名）来到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做牙体预备，她对治疗时使用的全
包裹式面屏大加赞赏，而一旁的张
岩红护士正是这款特殊防护装置
的发明者之一。

“它不仅能有效阻挡口腔喷溅
物，保护患者的衣物，还最大程度
地避免了对患者面部妆容的影
响。”12年临床护理路上，张岩红始
终保持着对细节的高度关注，善于
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事实上，像这样的专利发明，
她已参与过多项，如“口腔科专用
氢氟酸冲洗容器”“口腔科管状材
料避污膜”“口腔肾上腺素止血棉”
等等。这些专利发明，提升了患者

在口腔诊疗过程中的舒适度和体
验感，更推动了医院口腔护理技术
的创新与进步。

“我认为护士的科研学习能力
也很重要，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
伐。”凭借不懈努力，张岩红已发表
多篇论文，为医院口腔护理工作提
供了新颖的思路与方法。

除了深耕理论研究，张岩红还
积极走进社区、学校进行口腔健康
科普宣传。为了让口腔健康知识
更易被大众接受，张岩红和团队成
员将知识融入《六六护牙记》舞台
剧表演中。“上刷刷，下刷刷，里里
外外都刷刷。”看完演出，小朋友们
兴奋不已，纷纷有模有样地拿起牙
刷，对着“牙齿模型”认真刷起来。
她用创新的精神，将专业知识转化
为生动实践，为口腔健康科普注入
了新的活力。 （梁睿）

“你为什么要当男护士？”

他们用专业与温度告诉你答案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两代护理人的“仁心”护理与“创心”迭代

张雨（左一）、明泽（左二）、朱旭
（左三）、何伟力（右二）、林镇鹏（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