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打造高效护理新体验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滴答作响的
监测设备与穿梭忙碌的身影，勾勒出“距离死亡最近的战
场”。“我们既要用专业技术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更要用
人文关怀给予他们对抗病魔的力量。”重症医学科护士长马
轶说。为了实现这样的“既要，又要”，他们将工作进行了
拆解，一方面通过践行专科护理让患者得到精细化治疗
与照护，一方面想尽办法让患者感受到来自家属与医护
的爱，帮他们抵御紧张与恐惧，拥有足够的力量与勇气对
抗疾病的威胁。这样的实践，让护理团队的“专”与“爱”
得到充分彰显。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不断强化专科护理的重要性，以期
帮助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重症医学科的专科护理也在朝
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分工日益精细：体外膜肺（ECOM）团
队争分夺秒维系生命；床旁血液净化小组精准调节患者代
谢；超声引导下空肠营养管植入、PICC植入（经外周静脉穿
刺中心静脉置管）等技术，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一项又
一项的专科护理精细化操作，让无数生命重燃希望。

专科护理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仅在重症医学科。为让
护理更“专”，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下足了功夫。至今，这一
发展路径，已覆盖大部分临床科室。

急诊科护士长张济梅说，在该科，经过培训拿到专科护
士证的护士占比达到50%。早在2010年，该科就获批为全
省首批急诊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为全省各地输送了诸多专
科护理人才。

儿科护理技术要求高、承受压力大、培养周期长。为了
培养出更多护理人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创新培养
模式，采取“递进式分层教学”——新进护士前3个月由老
师一对一带教，强化基本功训练，考评合格后才允许在老师
带领下独立观察和操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将接受严苛
的临床考察和技术考核，合格者可为7岁以上的孩子做治
疗；经半年的前期严格训练且考评合格者，可进阶为血管条
件较好的患儿做穿刺，再逐渐接手危急重症患儿的治疗。

“在临床递进式分层教学过程中，除了临床外，我们还
用仿真模具对护士进行反复训练，并原创编制了儿科专科
实习生手册，设定有护理查房、读书课等多种培训方式，以
全方位关注新进护士的业务、心理动态，在不断强化他们专
业性的同时，还让他们有归属感。”新生儿监护室护士长刘
雯说，这种成体系的培养模式锻造出了一批又一批专业技
能过硬的护理人员，吸引全国各地医院前来交流，内容涉及
基础生命支持、危急重症抢救、伤口处理以及预防接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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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三分医疗，七分护理”绝非虚
言。在医疗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不断创新的当今，
护理团队如同医疗服务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隐形
引擎”，用专业与温度托举起患者康复的希望。

在这方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护理人一
直在持续努力，积极探索现代护理模式。护理团
队在以专科化彰显护理工作专业和精细的同时，
也在用人文化和智慧化让患者感受到时代与文明
的进阶。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更是
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在“5·12”国际护士节
来临之际，我们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团队
的人文化和智慧化作为案例来解读近年来护理工
作的变革，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当下医疗正发生着
怎样的变化。

在封闭的重症医学科病房，护理
团队用创意与温情打破冰冷。温情的
视频连线——“云端爱”让患者与家属
通过视频“隔空相见”；画满祝福的“气
球手套”——“标志爱”，承载着祝福与
鼓励；倾情朗读的家书——“书信爱”，
将亲朋的牵挂化作对抗病魔的精神支
柱。治疗是手段，而爱赋予患者战胜
疾病的信念……一个个温暖之举，成
为患者的治愈良药。

肥胖与代谢疾病中心的个案管理
团队，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患者全生命
周期健康管理中。作为全国率先成立
的肥胖与代谢性疾病诊疗中心，为让
肥胖患者实现个性化、精准化治疗目
标，中心持续探索创新服务模式。组
建个案管理团队，正是其中的创新举
措之一。这支由6名护理骨干组成的
个案管理团队，从患者首次联系到医
院的那一刻起便介入管理。“比如针对
已有慢性病的肥胖患者，我们就会根
据病案资料提供规范用药指导，通过
前期管理为后续减重治疗奠定基础，

助力缩短诊疗周期、降低就医成本。”
个案管理师蒋秋白介绍道，患者在完
成减重手术后，有专职护士进行系统管
理，出院后，个案管理师仍持续跟进了
解其身体状况，从营养指导、运动处方、
心理支持等多维度提供专业建议。截
至目前，中心已为超过5000名出院肥胖
患者建立了个案管理档案。“每位个案
管理师平均每天要联系数十名患者，工
作量很大，有时甚至半夜仍在回复患者
咨询。能通过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为
患者赢得健康，是值得的。”她说。

在肿瘤一科，设置了让患者和家
属都倍感安慰的人文病房。护士长潘
晓兰介绍说，人文病房可以依据患者
的意愿布置，比如放入意义特别的照
片、老物件等，“希望将病房营造成患
者熟悉的环境，让人文关怀的光芒照
亮生命的每个阶段。”而在患者离世
后，护理团队还将提供哀伤辅导，“人
文关怀的核心就是心理支持，不论是
患者还是家属，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
身边始终有人在关心、陪伴。”

爱 让患者心有暖阳

“5·12”国际护士节特别报道

解码成都市三医院护理团队的“人文智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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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临床智慧化系统让患者得到了更便捷、及时
和精确的检查和治疗，那么，作为“医疗器械后勤保障
部”的消毒供应中心，则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让患者
的医疗得到全面的安全保护，为医疗安全保驾护航。

“质量追溯系统”——让每件消毒器械都拥有独一
无二的“身份证”，扫描二维码可详细查看清洗、消毒、灭
菌的全流程信息，实现全程可追溯；“消毒供应中心数据
展示系统”——如同“智能管家”，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
态，及时预警故障风险，确保医疗器械安全可靠。

从人文关怀到智慧赋能，这支护理团队用行动诠释
着现代护理的内涵，也为医疗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在医疗服务迈向规范化、专业化、人文化、智能
化的征程中，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护理团队始终以创新
为驱动，致力于构建具有自我特色的护理体系。未来，
护理团队将持续精进，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温暖的护
理服务。

邓晓洪 李诗敏/文 图据市三医院

走进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
——“无线监测器”实时传输患者生命体征，告别传统监
护的束缚；“移动护士站”让护理工作从“折返跑”变为床
旁一站式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床头交互屏”集健康宣
教、费用查询、点餐服务于一体，患者足不出户便能获取
所需信息；“智能输液系统”通过物联网实现精准调控，
让输液安全更有保障……

智慧医疗的加速落地，赋能医疗服务发生了新
变革。

“智宣教”系统投用，让结肠镜检查患者检查结果得
到有效改善。消化内科一病区护士长周玲说，结肠镜是
筛查结直肠早癌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患者会因为肠道
清理不完全而影响到检查质量。“智宣教”系统投用后，
可以在医生开出检查单后5分钟内，通过微信公众号点
对点向患者推送检查教学视频，详细告知如何进食、怎
样吃药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知识“干货”。数据
统计显示，自系统投用以来，患者肠道准备合格率上涨
了10%以上，检查准确率也随之直线上升。

质 筑牢医疗安全屏障

专 让护理技有所长

重症医学科PICC穿刺。

儿科专科培训。

急诊科专科培训。

市三医院护理团队市三医院护理团队。。

在校园的五彩斑斓中，跳绳如同一
抹灵动的风，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也悄然编织进了我童年的记忆。那是
一个关于挑战、坚持与成长的故事，我
称之为“舞动绳影”。

初入校园，我便被跳绳社团中哥哥
姐姐们轻盈如燕的身姿深深吸引。他
们手中的绳子仿佛有了生命，随着节奏
翻飞跳跃，编织出一幅幅绚丽的画面。
那一刻，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也要
成为那“舞动绳影”中的一员。

终于，我鼓起勇气，踏入了跳绳社
团的大门。第一天，赵老师，那位眼神
中充满鼓励与智慧的教练用他那温暖
的声音告诉我们：“同学们，请拿出你们
的跳绳，让我们一起开始基本步伐的练
习吧！”我们齐声应和，满怀期待地拿起
了手中的绳子。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起
初，绳子似乎总与我作对，不是绊住了
我的脚步，就是在我手中胡乱挥舞，完
全失去了节奏。每一次失败，都像是在
我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让我质疑自己
是否真的适合这项运动。

但赵老师没有放弃我们，他耐心
地纠正我们的动作，一遍遍地示范，直
到我们逐渐找到了感觉。我也开始尝
试着调整自己的呼吸，保持身体的平
衡，让绳子的每一次跳跃都与我的心

跳同频共振。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
了无数次的挫折，但每当我想要放弃
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那些跳绳高手
的身影，他们仿佛在告诉我：“坚持下
去，你也能做到！”

终于，在一次次的尝试与失败中，
我逐渐找到了跳绳的诀窍。我学会了
如何控制绳子的速度与力度，如何让
自己的身体与绳子融为一体。当我再
次跃起，绳子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
弧线、稳稳地落在我的脚下时，我知
道，我已经跨过了那道看似不可逾越
的门槛。

如今，我已成为跳绳社团的正式
队员，每一次“舞动绳影”都让我感到
无比的自豪与喜悦。这段经历让我深
刻体会到了坚持与努力的价值，也让
我明白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
我们不放弃，总有一天能够迎来属于
自己的辉煌时刻。
…………………………………………

点评：习作以细腻笔触勾勒跳绳
成长之旅，将“灵动绳影”具象化为童
年诗意的隐喻。从憧憬到挫败再到突
破，心理刻画层层递进，教练细节与动
作顿挫感相映成趣，以小见大传递“坚
持终将闪耀”的成长真谛，文字清丽如
绳舞飞扬。

指导教师：谢涛

首届“苗地杯”成都青少年足球挑战赛期间，
《苗地》栏目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发起主题征文活
动，充分展现全市中小学生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
体育精神与青春风采。

本次征文以体育赛事为核心内容，鼓励学生
围绕体育锻炼的经历、赛事参与的感悟、团队协作
的成长故事分享真实体验、表达真情实感。文体

不限，采用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形式，字数控制
在600—800字之间。让我们一起用文字记录体
育的激情与梦想，书写属于校园的高光时刻！

投稿邮箱：cdrb_miaodi@163.com。
温馨提示：投稿信息备注完整才能被选中！

信息包括：作者姓名及学校班级、指导老师姓名及
简要点评、作者联系方式。

征文活动

日前，首届“苗地杯”成都市
青少年足球挑战赛四强名单正式
出炉，沙湾路小学、成都市温江区
政通小学校、四川天府新区实验
小学校、泡桐树小学蜀都分校脱
颖而出，即将在5月10日迎来精
彩对决。自赛事开赛以来，孩子
们在绿茵场上的拼搏愈发激烈，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场意志与技艺
的淬炼。

作为《成都日报·苗地》栏目
精心孵化的年度赛事，“苗地杯”
以“快乐足球，追逐梦想”为主题，
由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传媒集团联合指导，成都日
报社、成都市足球协会、成都市青
少年体育联合会主办，旨在通过
校园足球平台推动体教融合发
展，突出体育育人功能，营造积极
向上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从4 月12 日比赛开幕至今，
已进行了12场比赛，孩子们在绿
茵场上展现出顽强拼搏、不言放
弃的精神风貌。

成都市足协常务副主席邓晓
松表示，通过实战对抗，孩子们的
技术水平、比赛意识、心理素质都
得到了锤炼，而这些临场表现也是
发现足球“好苗子”的重要途径之
一。类似“苗地杯”这样的赛事平

台已经逐渐成为推动成都青少年
足球人才梯队建设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赛事也为学生提
供了走出课堂、展示自我、锤炼意
志的多元化舞台。成都市青少年
体育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孩
子们在比赛中收获成长，学校也
在参与中汲取经验，家校社协同
的育人路径变得更加清晰。体
育，不再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更
是培育综合素养的教育场域。

随着赛事进入白热化阶段，
各校备战进入冲刺期。四川天府

新区实验小学校的陈强表示：“我
们对半决赛非常期待，已加强训
练安排，力争让学生发挥更好水
平。”沙湾路小学教练袁钊则说：

“晋级之路不容易，感谢队员的坚
持和对手的精彩表现，希望在半
决赛中打出更高水平。”

5月10日，这群可爱的“小勇
士”将再度在绿茵场上集结，四支
晋级队伍即将上演半决赛巅峰对
决。谁能晋级决赛、问鼎首届“苗
地杯”？值得期待！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谢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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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
“苗地杯”半决赛来了

我的跳绳之旅
都江堰玉堂小学四年级二班 翁佳涵

400米决赛的辉煌瞬间
都江堰光明团结小学四年级六班 易宇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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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学校的运
动会如同一场盛大的庆典，点燃了整个
校园的热情。操场上，同学们身着统一
的校服，排列得整整齐齐，宛如一片生机
勃勃的海洋。花式跳绳的表演在空中划
出一道道绚丽的弧线，为这场体育盛宴
拉开了序幕。我们的心随着每一次跳跃
而激荡，期待着运动员们能在这片赛场
上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

在众多激动人心的比赛中，400米赛
跑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焦点。起点处，
各位选手严阵以待，王亦平作为我们班
的代表，她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随着发令

枪响，运动员们如脱缰野马般奔腾而出，
观众的欢呼声、加油声交织在一起，汇成
了一首激昂的交响乐。

王亦平在同学中有着“飞毛腿”的称
号，一马当先。但其他选手也毫不逊色，
他们咬紧牙关，奋力追赶，不甘示弱。赛
道上，汗水与泪水交织、速度与激情碰
撞，展现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终点线前，王亦平突然发力，如同一
道闪电划破天际，以惊人的速度冲过终
点，赢得了全场的喝彩。那一刻，她举起
双手，脸上绽放出最灿烂的笑容，那是胜
利的喜悦，更是对自我超越的自豪。

这场 400 米决赛不仅是一场速度与

力量的较量，更是一次精神与意志的洗
礼。它让我们见证了运动员们的拼搏与
坚持，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友谊与团
结的力量。在这片充满激情与梦想的赛
场上，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青
春的美好与不凡。
……………………………………………

点评：小作者以灵动笔触绘就运动
会热血画卷。400米决赛里，王亦平如闪
电冲线，将拼搏具象化。这场赛事不仅
是体能的比拼，更是精神丰碑。字里行
间满是青春朝气，让人仿若置身赛场，共
赴这场逐梦之约，感悟热血与成长。

指导教师：刘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