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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是“法律捍卫者”

“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书和零食！”昨天是母亲
节，一大早，彭州法院祝增巧法官就出现在了山区
留守儿童小阳（化名）家门口。看到“祝妈妈”来看
望自己，10 岁的小阳高兴不已。祝增巧既是一名
家事审判法官，又是一名法治校长，由于常年关心
关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她成了名副其实的“法官
妈妈”，并收获了“祝妈妈”的称呼。

“祝妈妈，这次模拟考试我考了全校前十名，
我会继续努力的。”几个月前，正值高三学年的小
萌（化名）给祝增巧法官发来喜报。小萌是祝法官
办理的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中当事人的女儿。
小萌家经济比较困难，祝法官一直督促小萌的父
亲按时支付抚养费，另外还托朋友购买文具书籍
送给小萌作为节日的礼物，鼓励她专心学习，用知
识改变命运。

尽管审判任务已经非常繁重，但祝增巧常利
用休息时间，去回访、帮扶那些需要帮助的当事
人。只要有特殊困难，不管案件是否已审结，她总
是记得他们，或亲自写信给正在服刑的当事人、或
拎着学习用具去看望留守孩子、或带着生活用品
去探望案件中的少年儿童，送去法律帮助的同时，
帮助他们走出阴霾重拾信心。

护士只会打针输液？不对！

是患者的知心姐姐
是医生的亲密战友

截至2023年年底

四川省注册护士
总数达33.54万人

我的妈妈是“市场监督员”
有这样一群妈妈，她们每天都会到超市、

药店、菜市场、餐馆“打卡”，不为“买买买”，只
为“查查查”。

“我不是个称职的妈妈，很多时候加班都
不能好好陪孩子。”张馨是成华区跳蹬河市场
监管所副所长，她负责的辖区商户众多，除了
完成每天的日常巡查工作外，还需要处理投
诉举报、办理案件，工作中，无论是执法检查
还是科普宣传，张馨总是无比细致认真，这份
坚持来自——“我的工作守护着千千万万个
妈妈的安全，每次想到这里，工作再累都觉得
值得。”

“早出晚归”是儿子对她的评价——可在
儿子的心中，总是忙碌的她是个最好的妈妈。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何良 王静
宇 张伟进 胡瑰玮 朱馨月 晨迪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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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警察
是法官
是护士
⋯⋯
也是

她们是母亲，也是平安
守护者、健康守门人、蓉城美
容师⋯⋯她们是家庭的顶梁
柱，也是万千平凡岗位上的螺
丝钉。在岗位上，她们是兢兢
业业、勇挑重担的铿锵玫瑰；在
家里，她们是温柔体贴、默默奉
献的贤妻良母。

昨天是母亲节，记者走近
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职场妈妈，
倾听着一个个发生在她们身
上，有关爱与责任的故事。

我的妈妈是“蓉城美容师”
“我妈妈是‘蓉城美容师’，我很自豪！”在儿子

眼中，“环卫妈妈”吴卓雅是这样的形象。
每天天刚蒙蒙亮，吴卓雅在为孩子准备好早

饭后，就早早地来到锦江区锦华路街道晨晖片区，
路面普扫、收运果屑箱、巡回保洁⋯⋯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让城市更有序、更美丽。“这几年，自己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孩子陪伴太少。”吴卓雅说，“但
作为一名‘蓉城美容师’，我也懂得坚守岗位是职
责所在，我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这份工作。”

其实，儿子也慢慢理解了妈妈，虽然口头上说
着“妈妈怎么没有陪伴我”，但年幼的他早已学会
了帮妈妈分担家务。“我儿子常常说，妈妈你能不
能穿上工作服来幼儿园向大家介绍你的工作，妈
妈最棒！”吴卓雅坦言，“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让
我继续坚守在岗位上。”

我妈妈是“平安守护者”
“我妈妈是警察，我很自豪！”这是张西君儿

子皮皮最骄傲的自述。在儿子眼里，妈妈是无所
不能的“钢铁侠”，妈妈总能为他解决所有的难
题。在办事群众眼里，她是个无所不能的“万事
通”，张警官总是能解决他们的急事难事。“小小
户籍窗口，每一件小事，都是群众的一件大事，我
们必须把群众的‘难事’当成自己的‘心事’。”青
羊分局户政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张西君这样总结
自己的工作。7 年的时间，她的身影总会出现在
最需要她的地方。

何先生儿子面临“小升初”登记报名需迁移
户口，但准迁证投递外省某部门时遇阻，几经尝
试未果。眼看距离报名时间愈来愈近，作为父亲
的他焦急情绪与日俱增，无奈之下来到青羊办证
中心求助。张西君充分考虑到何先生的处境和
需求，打破常规思路，多次联系当地派出所进行
协商、沟通，最终达成解决方案，通过网上核查，
先行“容缺”上户，随后将“容缺”资料补交至双方
公安机关管理存档。最终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7 年时间，群众用一面又一面
的锦旗向她向办证中心致谢。作为妈妈，她用母
爱不让儿子失望，作为警察，她用责任为群众解
决急难愁盼。

我的妈妈
是“白衣天使”

“没有没有，不哭啊，不哭，很快就好了。”上
午 8 点，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新生儿
科病房中，护师余焱锦正站在床边，为刚出生的
小宝宝整理着身上的管线，检查各项指标，对病
房中的宝宝挨个进行基础护理，宽宽大大的护
士服遮住了她已经怀孕9个月的肚子。

今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也是母亲
节，“准妈妈”余焱锦仍旧坚守在岗位上。走在
新生儿病房中，新生儿科的医生们，都会为她送
上一句护士节快乐的祝福，但当视线转向她凸
起的肚子时，大家又会快速地补上一句母亲节
快乐。

虽然工作中一直和“宝妈”打交道，但当
自己怀孕成为“准宝妈”后，余焱锦才切身体
会到了母亲的不容易。“怀孕之后看见刚出生
的宝宝，心里都会更柔软一点，仿佛看见了自
己即将出生的宝宝。”余焱锦摸着自己的肚子
笑着说。

我的妈妈是“交通护航员”
“警察这个职业，是我从小的梦想，所以大

学我便报考了四川警察学院，毕业后顺利成为
一名交警。”谈及此事时，徐晶晶的脸上满是兴
奋与自豪。今年43岁的徐晶晶，从警已经22年
了。作为成都交警二分局车管科民警，她的工
作繁重而重要。平日里，她主要负责辖区内重
点车辆的源头管理工作，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
车辆驾驶人，她的职责就是把安全传递给每一
个环节。

徐晶晶的女儿今年 9 岁了。然而，由于她
的下班时间与女儿的放学时间冲突，平时女儿
只能由爷爷奶奶接送。每当她下班后到父母家
里接女儿时，心中总是充满了愧疚与无奈。作
为双警家庭的一员，她与丈夫的工作都十分繁
忙，突发事件和临时任务时常打乱原本的计
划。很多时候，她只能无奈地对女儿说：“对不
起，妈妈今天又不能陪你了。”

然而，让徐晶晶感到欣慰的是，尽管她没有
时间去多陪伴家人，但是家人还是十分支持她、
理解她，真的很感谢他们。“昨天是母亲节，祝我
的女儿能够顺理成长，也祝每一位母亲都能够
健康、快乐、幸福。”

当提起护士这个职业，打针、输液、发药似乎已经成了这
份工作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护士的工作内容远远没有大
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第 113 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为了

“撕掉”固有标签，“打破”刻板印象，记者走访了成都的多家医
院，和不同科室、专业的护士聊了聊他们的工作。

精神科护士
标签：每天打针、输液、发药

撕掉标签：倾听、共情才是核心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今天怎么感觉不是很开心？”
“能给我说说发生什么了吗？”5 月 7 日，上午 8 点，成都市第四
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护士长李春芽正在进行着日常的查房工
作。不测血压、不查脉搏、不看伤口，李春芽得先从面部表情
入手，了解患者情况，而靠交流找到患者的“心结”，这才是精
神科护士最重要的工作。

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的走廊两侧，挂满了
患者的绘画作品，走廊尽头的植物区，患者亲手栽种的植物长
得郁郁葱葱。画画、散步、做手工⋯⋯陪着患者做这些事情，
也是李春芽每天的工作之一。通过各类活动放松患者情绪，
医护人员也在这个过程中与患者建立信任关系，这是心理治
疗开展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作为精神科护士，我们很少给患者打针输液，在建立信
任的基础上与患者多交流，走进他们的内心，找到病症源头才
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倾听、共情、支持性的心理护理才是我们
最核心的工作。”李春芽说，虽然听起来这些工作很轻松，但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走进患者内心并不容易。每天走进
病房的瞬间，要及时捕捉患者的表情，结合患者说话的语气、
行为动作判断患者的情绪。一旦发现患者情绪出现问题，要
第一时间干预、疏导，如果是患者和家属发生了矛盾，甚至还
要涉及家属情绪的安抚，“我们最在乎的，其实是患者身体以
外的需求。”

肛肠科护士
标签：护理病人的“服务员”

撕掉标签：全方位“管家”小能手

晨间护理、输液治疗、检查术后排便情况、健康宣教⋯⋯
在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肛肠科的住院病房中，护士魏珍珍一
大早，就一直在病区来回穿梭。忙完手上的事，刚刚准备歇口
气，护士台的呼叫铃又响了起来，放下刚拿起的水杯，又跑向
病房，而水杯里的水丝毫未减。

“上可照护病人，下可通厕所下水道。”这句话已经成为魏
珍珍和同事常常挂在嘴边的调侃。当她还是一个护理系学生
时，也和很多人一样，觉得护士的工作就是打针输液。但真正
站上了护士的岗位才发现，事情并没有书本中说的那么简单，

“有些患者还会喊我们‘服务员’，但我们或许更像是‘管家’。”
如果说护士长是科室的大管家，那么总办护士就是科室

的小管家，每天的工作除了对病人进行基础性的护理以外，
还要管理科室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纸巾没有了要去申领，灯
泡坏了帮助联系维修，就连厕所堵住了也要帮忙疏通。身上
的白衣代表着使命，赋予了力量，病房外，柔柔弱弱，拧不开
水瓶的小女生，一旦回到病房，就变得“十项全能”，遇到突发
情况，10 斤重的心电监护仪也能提上就跑。“不要说我了，就
连我们护士长这个月都帮忙通了好几次厕所了，说简单点就
是，不仅要照顾病人，还要维持整个科室的正常运转。”魏珍
珍说，“我们现在是分组管理，每组护士只需要负责半条走廊
的病房。尽管如此，每天每个病房来来回回十几次，步数基
本也是一万步起。”

手术室护士
标签：给医生递钳子的

撕掉标签：医生最亲密的战友

即便影视剧中对手术室的护士有所刻画，大众对于手术
室护士的标签总是“给医生递钳子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
工作远不只于此，“递钳子”也并非像大众想象的那样简单。

手术室护士既是主刀医生与麻醉医生最亲密的“战友”，
也是无影灯下默默守护的“绿衣天使”。记者了解到，手术室
护士主要由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构成，前者负责台上的手术
配合，后者负责台下的配合。

四川省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谢易霖作为器械护士，最近
正在学习心脏手术的配合。5 月 9 日，下午 2 点左右，谢易霖
快速地扒完盒饭便匆匆往手术间赶去，为一场心脏手术开台
做准备。将心脏瓣膜置换需要的测瓣器、专用持瓣杆等必备
器械一一准备好后，他又忙着将可能使用到的其他器械和工
具摆好。“手术中病人病情的变化会导致手术术式的改变，一
台简单的手术我们一般要准备 50 多件器械，稍微复杂一些
的手术可能会有上百件器械。”谢易霖说。手术台上，谢易霖
专注地观察着手术的状况，医生不用开口，不需抬头，一伸
手，他便能准确地将需要的器械递到医生手中。“不同科室的
外科医生在手术方式上会有些差异。”谢易霖告诉记者，所以
在手术室里“递钳子”实际上是件“讲究事”，“在血管吻合要
求极度精细的手术操作中，不同的医生会使用不同的精细持
针器和血管缝线，我们也一定要递得足够精准，才不会影响
手术进程。”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朱馨月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为庆祝第113
个国际护士节，5月11日，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四
川省2024年5·12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在省肿瘤医院举办，各
市（州）护士代表等 400 余人参加活动。会上，四川省护理学
会历届理事长与部分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为护理专业学生
代表举行了授帽仪式。

记者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全省注册护士总数已经达到
33.54 万人，同比增长 5.38%；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达到 4.01 人，
提前完成国家“十四五”护理专项规划相关指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