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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护理事业， 在
10

余年的急诊护理工
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刻苦专研业务，不断提高
自身修养， 用真诚与爱心书写着平凡而光彩的
人生，用行动赢得了患者与家属的信赖。我很感
谢这份神圣的职业， 它让我体会到了生命与健
康的意义，更使我懂得了护理工作的价值。对一
名护士来说，打针、输液、铺床、帮病人翻身、宣
教、记录等，再平凡不过。然而，能长期坚守这种
平凡，在平凡中默默奉献、无怨无悔，却是可贵
的。每当看到奄奄一息的患者，得到精心治疗与
无微不至的护理，最后健康地走出医院，我为自
己的工作而骄傲； 听到患者和家属一声声真诚
的感谢，我也为自己的辛勤付出深受感动。患者
把最宝贵的生命交给了我， 患者家属把最亲密
的爱人交给了我， 领导把最细致的工作交给了
我， 我没有理由不热爱不用心地工作。 不为别
的，只为不辜负患者的期待，更为不辜负公众对
白衣天使这一称号的深情赞誉。

周明丽
急诊内科病房护士长中共党员

“六一”关注儿童健康

呵 护 健 康 的 童 年

———全市儿童医疗卫生服务现状透视

儿童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 更关系到家庭幸福和
民族未来。 然而，《

2015

年中国
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
示，从

2010

年起，新医改
5

年来，

儿科医生的总数从
10.5

万下降为
10

万以下。一方面是儿科医生的
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二孩”

政策的实施， 在此消彼长的情
况下，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儿
科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儿
童就医形势将更加严峻， 儿童
的健康保障也将受到严重影
响。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了《关
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
发展的意见》，以缓解我国儿童
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问题，

促进儿童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分
赴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平桥区
中医院，平桥区肖王乡卫生院、洋
河镇周畈村卫生室及河区金牛
山办事处和孝营社区医院等市、

县（区）、乡（镇）、村四级医疗机
构， 深入了解我市各级医疗机构
儿科的现状， 呼吁社会更多地关
注儿科发展， 共同呵护孩子健康
的童年。

市级医院
就诊患儿多医护压力大

5

月
25

日，记者在市中医院见
到护士杨小山时， 她正在哄一名
幼儿， 还把一个中药香囊放到幼
儿手中。“小孩才

1

岁多，一看到要
打针就哭闹不停， 我得把他哄高
兴了，这样才好打针。”杨小山解
释道。

杨小山已经在市中医院工作
4

年了。

4

年来，这样的情况她经常
遇到， 工作经验也愈发丰富。“这
些孩子小，听不懂大人的话，也不

会表达自己的意愿。 我们只有慢
慢地摸索， 通过肢体语言等了解
他们的病情； 通过和颜悦色的态
度以及赠送小礼品等方式把他们
哄开心， 好为他们进行诊断治
疗。”她告诉记者，既然从事了护
士这个行业， 心里也有了吃苦的
准备，但经常性的加班，让她错过
了很多朋友聚会、亲人团聚，有时
患儿家属的不理解， 让她压力大
增。

“过去， 一般一对夫妇只有
一个小孩，十分金贵，对儿科医
护人员的要求可以说有点苛刻。

所以，一直以来，儿科医护人员
相比其他医护人员来说，工作强
度更大，而收入却与付出不成比
例。” 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贺辉深
有感触，“随着‘二孩’政策放开，

儿科的门诊量比以前增加不少。

虽然医院最近也招聘了一些人，

但离职的也不少，算下来，医护
人员基本没增加，本来负担就重
的医护人员这下更重了。我们希
望能够适当提高儿科医护人员
待遇，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适
当倾斜。”

5

月
27

日，记者在市中心医院
儿科专家门诊看到， 屋子里挤满
了抱着孩子的大人， 两个专家连
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一直在忙
着问病情、在电脑上开药方。外面
等候区的椅子上， 也坐满了带着
小孩的家长，不少人还站在那里。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轮
到，这得等到啥时候呀？”市民李
园显得十分焦急。 原来她的小孩
得了感冒，因为家里就一个小孩，

没敢去社区医院， 直接到市中心
医院儿科挂了专家号。 又等了大
约半小时， 轮到她的小孩前去诊
疗。“就是得了个普通的感冒，开
了几样药。早知道，就在社区医院
看了。” 刚给小孩看完病的李园，

又直说自己有点小题大做。

在儿科病房里，护士王媛（化
名）和同事正在给一名儿童扎针，

焦急的家长在旁边不停地催促：

“你可得一次扎好。” “小孩太小，

不能扎手上，只能在头部扎针。如
果一次扎不好， 家长就会给你使
脸色。”王媛告诉记者，好多输液
都是家长要求的， 我们解释也不
听，如果不照办，就不依不饶。好
心被误解， 这也让王媛这样的儿
科医护人员很委屈。

在几天的走访中， 记者发现
各市级医院虽然都有儿科， 硬件
设施也很完备，但“软件”如医护
人员数量等方面不足， 与就诊儿
童的数量明显不相适应。而这，也
让儿科医护人员压力颇大。

县级医院
病房不足人才紧缺
“不好意思，条件确实太简陋

了。”

5

月
23

日，记者在平桥区中医
院儿科主任卢山的指引下， 来到
该院一楼右侧的儿科。 记者仔细
观察了一下， 这个儿科区域大约
相当于一楼面积的

1/3

，病房也只
有
4

间，不少孩子坐在走廊的凳子
上面接受诊疗， 仅有的一间值班
室， 摆放一张诊疗床和椅子后已
没多少空间。

“儿科现在的状况确实不是
太好，全国各地也都差不多。简单
来说就是人员少、 病人多、 非常
累，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毕业
于新乡医学院的卢山已在儿科工
作
18

年，对儿科非常熟悉。他打比
方说，现在看

3

个小孩的用药量相
当于一个大人的，效益当然低，医
护人员工资绩效就没别的科室
多。 但儿科医护人员是出了名的
累，干这么多活，拿不到应有的待
遇，心中肯定不好受。所以，儿科
好多人不愿意来， 就是招来了几
个，也不一定留得住。

见到该院儿科护士长张玉
时， 她和两名护士正准备为患儿
打针。“她才一两岁， 父母都打工
去了，奶奶带着她来看病。虽说只

是一般的感冒发烧， 但老人家还
是不放心村卫生室， 非要来我们
这儿看。”张玉告诉记者，由于现
在好多儿童都是爷爷奶奶照顾，

一有病就要往好点医院跑， 致使
现在儿科一年接诊量

3

万多人次，

21

个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不
经意间就容易发生纠纷。

“儿科现在这个情况，确实需
要政策支持。” 卢山告诉记者，有
了政策的支持， 儿科才能健康快
速发展， 儿童的健康才能得到更
有效的呵护。

在河区、 平桥区几家县级
医院走访时， 记者发现那里的儿
科情况和平桥区中医院大同小
异———病房不足、人才紧缺、待遇
较低……这些严重阻碍了县级医
院儿科的发展， 也不利于儿童的
健康成长。

乡级医院
儿科罕见医护短缺
5

月
24

日，记者来到平桥区肖
王乡卫生院时， 见到了正在为患
儿诊疗的陈玉峰医生。 作为该乡
卫生院的一名主治医师， 他已经
为儿童看病

30

余年了。 陈玉峰告
诉记者，由于医院经济效益较低，

没设专业儿科， 儿童治疗这块属
于全科诊室的一部分。“我今年

50

多岁， 一直以来医院里都是我一
个人为儿童看病， 有时候深更半
夜来了个急诊电话， 就得马上到
位。 现在比以前好点， 带了一个
‘徒弟’。 我们这儿很多来看病孩
子的父母， 他们儿时就是我给看
的病。”对于现状，陈玉峰显得很
无奈。

“儿童年龄小，对自身病情的
表达能力欠缺， 这增加了治疗和
护理的难度， 特别是在护理方
面，有着极高的要求。”该院护士
长李云介绍，“我们的护理人员
必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
精神， 时刻关注患儿的一举一
动。孩子小，不懂事，很多在护理
中并不配合，这需要我们护理人
员特别有耐心，学会如何与这些
孩子沟通，既要会哄孩子，又要
护理好他们。”

陈玉峰介绍， 因为基层儿童
医疗力量有限， 医院特意委托市
第四人民医院为我们开设了绿色

通道， 一些棘手的病情可转到他
们那里治疗。

村级卫生室
老少患者村医“全拿”

5

月
24

日上午，记者一大早来
到平桥区洋河镇周畈村卫生室
时， 村医胡秀丽已经出诊给村民
看病去了。在卫生室里，记者见到
了胡秀丽的丈夫李自锋。此时，李
自锋正在为一个孩子例行检查。

“小孩拉肚子，问题不大，只是吃
坏肚子，打打点滴就好了。”

“这小孩叫张刚， 今年两岁
多，他的爸妈外出打工了，到过年
时才能回来。平时感冒发烧的，都
是他奶奶抱来看病。”李自锋向记
者介绍， 像张刚这样的留守儿童
在农村很普遍， 很多都是爷爷奶
奶在照顾。有时候小孩生病，爷爷
奶奶行动又不便， 我们夫妻俩就
去一个人上门诊治。

“村级卫生室没有儿科诊室，

我们村医个个练就了‘全能手’，

儿童、成年人、老年人的病多少都
能看点。”李自锋解释道，“你像张
刚的病，如果在市县级医院，就有
专门的儿科，在村这一级，现阶段
根本不可能， 有医生看病就算不
错了。”

“我是遵循父亲的意愿当了
村医， 儿子李嘉诚从医学院毕业
后也当了村医。 像我们家这样子
承父业， 继续从事村医工作的年
轻人太少了。”李自锋对于当前村
医的状况颇为无奈： 村医严重老
龄化， 部分边远农村的乡村医生
因服务人群较少、 收入得不到保
障而选择外出执业。” 他告诉记
者，为加强农村医疗水平，村医准
入门槛较高， 很多取得相应资格
的人员又不愿从事乡村医生职
业。远离城镇、条件艰苦，患者有
限、 收入较低等因素也阻碍了村
医的发展。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农村，

像李自锋、 胡秀丽这样的村医，

条件算是比较好的，有些地方甚
至存在着村医“空白村”现象。如
果村医的待遇等问题得不到切
实有效的解决，村医的未来仍不
容乐观，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
童的健康也将得不到很好的保
障。

市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用中药香囊哄患儿开心。

图为村医李自锋正在为孩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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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喊“牙疼” 千万别耽搁

“我的孩子今年
7

岁， 从来没
做过全面的口腔检查， 有时他说
牙齿不舒服我以为是在长牙，并
没在意。上周，他开始喊牙疼，甚
至疼得吃不下东西，每顿只能喝
粥， 过了两天没有一点好转。这
不，下班路过信阳名洲牙科时就
进去咨询了一下。医生建议最好
能带孩子过来看看，还说儿童节
这几天正好搞活动，给孩子口腔
全面检查都是免费的。于是第二
天就带孩子到信阳名洲牙科对
牙齿进行了全面检查。” 家住平

桥区的王女士告诉记者，没想到
这么小的孩子就长了

4

颗龋齿，

有
2

颗影响了牙颌系统的发育，

易造成后天畸形， 不得不拔掉，

真的好后悔没有尽早给孩子做口
腔检查。

据该医院专家王主任介绍，

“不疼不用看牙” 是绝大多数市
民存在的心理， 正是此心理导
致我国口腔疾病治疗率极低。为
让更多市民的口腔疾病得到及时
治疗，“六一”儿童节期间，信阳
名洲牙科医院将免费为孩子进

行口腔全面健康检查和口腔健
康教育。

据了解，在儿童及青少年中，

发病率高、 影响大的口腔疾病为
龋齿和牙齿错合畸形。对此，王主
任解释说：“目前， 儿童龋齿的治
疗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窝沟封
闭， 将高分子树脂材料填充在牙
齿的龋坏窝沟处。 二是玻璃离子
或树脂补牙，只需去除龋坏组织，

将玻璃离子或树脂填充进清理好
的龋洞内。 三是通过根管治疗去
除感染的牙髓以及感染的牙本质

和毒性分解产物。 孩子患上龋齿
后无需太着急， 选择适合的方法
及时治疗是关键。”

除此之外， 儿童乳牙过早脱
落或滞留，常吃软食、吐舌咬舌等
不良习惯， 是导致儿童牙齿错合
畸形的主要原因， 不仅会导致颌
面部发育不协调， 还会导致牙结
石、牙龈萎缩

,

甚至牙齿松动以及
牙龈出血、口臭、牙周炎等。

王主任介绍，牙齿畸形对孩
子的一生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不
仅影响孩子颌面部的发育，还会

影响到孩子的身心健康。有些孩
子由于牙齿不好导致发音不标
准等缺陷， 成为同学取笑的对
象， 这会使孩子蒙上心理阴影，

长大后容易性格孤僻、 心理自
卑。所以建议平时定期对孩子进
行口腔检查， 有问题及时治疗，

避免那种“不疼不用看牙”的心
理。

“六一”儿童节期间，名洲牙
科免费为孩子进行口腔全面健康
检查和口腔健康教育。

（名洲牙科供稿）

“这样的义诊真实在”

“这看病要不要钱呀？”

“大娘您好
!

我们这是义诊，不
要钱的。”

“都能看啥病？准不准？”

“能帮您测血压、血糖，查心电
图，结果很准的。”

“那给我量量血压吧！”

这是平桥区肖店乡卫生院在该
乡赵庄村义诊时的一个场景……

5

月
31

日，在平桥区卫计委的组
织下，肖店乡卫生院一行

11

人，带着
医疗器械和药品， 来到该乡赵庄村
开展医疗扶贫，为周边群众义诊。

“大娘， 您的血压稍微有点高，

以后要注意了，少吃甜的，炒菜少放
点油，没事就多走走。”贾爱艳医生
为周雪梅诊断完毕后， 告诉她应注
意的事项。

“你看， 这样的义诊真实在！他
们不但给我测了血糖、血压，还对我
说不能吃啥，说得明明白白，以后可

真不能顿顿放糖了。”家住大王庄的
周雪梅听说乡卫生院来义诊， 一大
早就来到了这里。

在现场， 记者还见到了两位特
殊的老人———来自正阳县兰青乡老
白庄的徐关周夫妇。

因为两个乡紧挨着，听到消息
后他们吃过早饭就蹬着三轮赶来
了。徐关周告诉记者，家里这几天
忙得很，心里躁得慌，听说这儿有
医生来看病，一大早就带着老伴来
了。

“我们这个义诊经常举行，一般
一月一次， 有时候甚至两三次。”肖
店乡卫生院院长余江涛告诉记者，

现在农村群众对健康也比较重视，

每次义诊， 许多在家的群众都放下
手头的活来看病， 甚至正阳县的群
众也来看。此外，义诊时，我们还对
各种慢性病进行检测， 为村民发放
常见慢性病预防手册， 较好地保障
了基层群众的身体健康。

当天， 共有近百位群众接受了
免费义诊。

5

月
30

日上午，市中心血站干部职工带着书包、文具等礼
物，来到河区金牛山办事处和孝营小学，和孩子们一起欢度
儿童节。

本报见习记者戴子翔袁野实习生袁梦摄

献血无损健康 只需小小勇气

从血量上看， 正常成人总血量
占体重的

8%

左右，大约
4000

毫升—

5000

毫升， 献血一次
200

毫升—

400

毫升不足全部血量的
10%

。 科学测
定， 健康人一次失血

10%

以下极少
引起症状。无数献血者实践证明，健
康人适量献血不会影响健康。

从血循环上看
,

人体约有
20%

的血液存于肝、脾等器官内，偶有失
血，这些储存的血液，会迅速补充血
容量，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不会影
响正常的血循环和血压。

从新陈代谢上看
,

同任何生物
一样， 人的血液是不断新陈代谢
的。 一般每

4

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
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
陈代谢。增加新生细胞，有利于身
体健康。

（刘荣蕾）

□

本报记者曹新俊袁野
实习生袁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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