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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顾言心

这里是封闭式病房，实行无陪护管理，很
多孩子还没吃上母亲一口奶就被送进暖箱里
治疗。

这里的医护人员不仅“火眼金睛”，还爱心
满满。他们化身“临时爸妈”，与死神一次次拉
锯，让一个个羸弱的小生命恢复健康，回归父
母怀抱。

近日，记者探访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
症监护室，看他们如何创造生命奇迹。

他们既有手上功夫
还有“火眼金睛”

穿上消毒隔离衣、消毒鞋、戴上一次性帽

子、口罩，经过“全副武装”后，3月 28日，记者

走进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

在这个有些“安静”的病区内，数十台保温

设备静置于两侧。

卡通床罩下，透明箱中躺着一个个脑袋只

有拳头大小的孱弱婴儿，他们很少哭闹，可生
命体征仪上的数字跳跃，显示着这群小家伙不
屈的生命力。

“小崽崽，是饿了吧？”正在值班的护士长
李新凤打开保温设备，一边细声安抚着，一边

以最轻柔地动作为婴儿喂奶。

在这里，监测体征、病情观察、新生儿喂

养、新生儿擦浴等，都是最基本的护理操作。由

于收治的多为早产儿，看似基本的操作，实则

难度很大。

例如，有的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不到一千

克，身体跟成人的巴掌差不多大小，四肢和成

人的手指一样细，皮肤几乎是透明的，穿刺的

针头比血管还要粗。

“我们给这些宝宝扎针时就像绣湘绣，必

须小心翼翼又力求精准。”李新凤比喻道。

在这里，除了考验医护人员的手上工夫，
观察与应变能力也必不可少。

“新生儿的病情变化很快，如果没有‘火
眼金睛’，就会错过最佳抢救时机。”李新凤
介绍，重症监护室内的新生儿大多依靠呼吸
机支持，护士必须要对呼吸机的细微变化了
如指掌。

“当呼吸机一旦报警，我们必须快速鉴别

是呼吸机管路弯折或积水等问题引起，还是患
儿病情变化引起。”李新凤说，这无法依靠机器
本身识别，靠的正是他们多年积累下来的经
验。

为了及时捕捉和判断病情的细微变化，值
班时，他们总是保持高度“警戒”状态。这让他
们在交班后，往往靠着枕头就能“秒睡”。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

超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肺出血、败血
症……在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你常常会看到
这样的不幸：一些孩子刚出生就被推到了生死
边缘。

你也能看到这样一些暖心画面：医护人员
夜以继日地与死神拉锯，陪着孩子闯过一关又
一关，创造生命奇迹。

2021年 6月 17日，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科重症监护室待了 71天后，巴掌宝宝“小二”
平安出院。

新生儿科主任王平清晰地记得，“小二”出
生时曾命悬一线。因为各个器官尤其是肺部发
育极度不成熟，出生后不久，她就出现呼吸窘
迫综合征，全身青紫并口吐白沫。

进行气管插管，用复苏囊加压给氧，上呼
吸机进行有创辅助通气……王平和同事与时
间赛跑，竭力挽救这个小生命。

经过几天的精心救治，“小二”顺利闯过第

一关——呼吸关。医护人员丝毫不敢松懈，因
为等待“小二”的还有循环关、感染关、喂养关、
营养关等。

为了帮助患儿成功闯关，重症监护室专门
组建特护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护士组成，24小
时守在孩子身边。

为减少穿刺引起的感染，王平第一时间帮
“小二”进行脐静脉穿刺。她出生半个月后，李
新凤为她做了 PICC 穿刺，极大地降低感染几

率。

各种挑战仍时不时出现。治疗期间，“小

二”多次出现呼吸暂停、喂养不耐受、撤机失

败、停氧困难等情况，这让所有医护人员如履

薄冰。

“我们做每项操作时都小心翼翼，最开始

每次喂奶只能喂一毫升。”李新凤说，为了增强

“小二”的安全感，护士们用柔软的包被围成一

个椭圆形的“宝宝鸟巢”，模拟妈妈子宫的形

状，让孩子感受母爱。

令人欣慰的是，求生意志强烈的“小二”总

能一次次挺过来。

1000 克、1200 克……“战斗”了 71 天后，

“小二”的生理指标恢复正常。

这样振奋人心的故事不止一个。成功救治

体重950克的先天肛门闭锁宝宝，让先天性肠

闭锁的早产宝宝顺利出院……这些年，一个又

一个“不可能”在这里诞生。

“我们每年收治 200余个低出生体重儿，

救治成功率超过95%。”王平有些自豪地说。

再累也会坚持
只为生生不息

在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李新凤和同事是
患儿的“临时爸妈”，他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自
己的孩子。去年疫情期间，她在科室守了 27
天。

为何愿意为工作这样拼？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生命，从慢慢撤机到

自己能吃奶，再到有表情、会发声、会翻身……
这个变化太让人惊喜，这也是我坚持下来的理
由。”李新凤答道。

坚持还源于家属的信任。
李新凤向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当初“小

二”入院时，不少人劝她的父母放弃治疗，因为
这个农村家庭并不富裕。

“只要人在，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你们！”
面对亲友的劝阻，“小二”的母亲彭金娥却坚定
地给了医护人员一颗“定心丸”。

担心欠费影响孩子治疗，夫妻俩总会四处
筹钱，再提前预交医疗费用。为了保证孩子有
最好的“口粮”，自女儿出生后，彭金娥便每天
从醴陵市白兔潭镇搭车到市妇幼保健院，为孩
子送母乳，风雨无阻。

“再累我们都会坚持下去，这是我们的职
责，更为了生生不息。”李新凤说。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杜方江）“原来中医药这么有效。”近
日，在市中医伤科医院，看着 4 岁儿子睿
睿通过中医外治后成功退烧，市民刘女士
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原来，几天前，睿睿外出游玩时不慎
染上了甲流。当晚，他便出现高烧、畏
寒、咳嗽等症状。

一开始，刘女士给孩子喂了退烧药和大
量温开水。可服药后，孩子仍未退烧，且体
温飙升至39.1摄氏度。

眼见着睿睿高烧不退，天亮后，她赶
紧带着孩子来到市中医伤科医院中医护理
门诊就诊。

“患儿面有热疹、恶寒发热、手脚心
凉、舌苔薄白，中医辨证为风寒感冒。”该
院中医护理主管护师宋雅媚介绍，为此，
她和同事决定运用中医外治的方式，为睿
睿进行半背部刮痧，从而起到祛风散寒的
作用。此外，她们对睿睿的耳尖放血，以
达到清热的目的。

在未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睿睿的体
温很快降至37.6摄氏度。第二天，他就完全
退烧，且不再反复。

“通过中医外治疗法，可有效促进体内
毒素外排，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从而达
到退烧、缓解疼痛。”宋雅媚说。

探访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

“临时爸妈”用专业和爱创造生命奇迹

男童高烧不退
中医外治降温

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重症监护室儿科重症监护室，，护士们正护士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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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之后接着搞乡村振兴，‘庭院经济’
这种模式对我们农民挺合适，投入不多，风险
小，这块行情不好，另一块能补上，比较稳
妥。”陈家创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到了“庭院
经济”。它指农民以自家住宅院落及其周围为
基地，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为自己和社
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有关服务的经济。

陈家创如今的房子，是 2016年盖的易地
扶贫搬迁房，基础面积75平方米。近两年，他
盖猪舍、铺水泥坪、搭彩钢大棚等，逐渐将其
扩大为 120多平方米的庭院。去年，他又拿到
营业执照，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

从厨房到彩钢大棚下，有土灶大锅，也有
冰柜、蒸笼柜等电器。这里是农家乐的操作
间，也是陈家创的女儿陈慧华的“加工厂”。

去年，36岁的陈慧华回家做电商，直播卖
腊肉、土鸡、馓子豆饼等土特产。这时节，艾叶
米果是她带货的重点。没有顾客来吃饭时，她
每天请人蒸制艾叶米果，经真空包装冷藏，再
用泡沫箱装好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养蜜蜂、“生态鸡”与生猪，是养殖经济；
种田种蔬菜，是种植经济；办农家乐，是餐饮
经济；女儿直播卖自制的土特产，是加工经
济。上老村党总支书记刘道智笑着说：“老陈
在自家庭院就打通了一条全产业链。”

打理庭院，陈家创有自己的“秘诀”。
彩钢大棚下，有个水泥砌的池子，满装着

山泉水，通向猪舍的水管也是从总管道分出
去的。对猪舍，陈家创每天至少打扫 3 遍。他
说：“如果你把猪当儿子一样养，没有养不好
的。”

养蜂、养鸡也如此。在陈家创看来，“搞养
殖，最要紧是把卫生搞好，牢牢防住病、虫、
害，才能保证品质。”

对近年获得的荣誉，陈家创最看重的是
2018年度湖南“最美阳光致富带头人”。他说：

“能帮到别人才是真的荣耀，大家一起富才是
真的富。”

2018年，炎陵县残联开办养蜂培训班，邀
请陈家创去做课外指导，他连续去了5年。

2020 年 4 月，陈家创陪妻子到株洲住院
做手术，学员关于养蜂的微信留言越积越多。
回到家的第二天，他给妻子做好午饭，骑上摩
托奔波190多公里，赶到三个乡镇给四户学员
上门指导。

当时邝兰梅身体虚弱，“电饭煲的盖子都
揭不开”。但她理解丈夫：“他以前养蜂吃过
苦，不忍心看别人也吃苦头。”

陈家创曾经吃遍了苦，如今在庭院栽得
幸福花开，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甜”。

从寄人篱下到栽“花”满园
——炎陵县脱贫户陈家创的三所“房子”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军 贺邦成

初次见面，和陈家创握手的人多半会产生迟疑，中途换
成左手。

60岁的陈家创住在炎陵县沔渡镇上老村，是三级肢体
残疾人，年轻时因安全事故被截断了右手掌。忽略这一点，
眼前的他穿着迷彩服，身形魁梧，是个挺有劲头的农家汉。

靠着一只手、一股劲，陈家创打造了现在的“庭院经
济”：红砖白墙，旁边搭着彩钢大棚，房前屋后错落有致地分
布着养蜂基地、猪舍、养鸡场，以及小菜园。

曾经的他，一家四口寄居在邻居废弃的土坯房里。

“小心被蜇。我是弄惯了的，
没事。”

陈家创一边提醒，一边用左
手轻轻地拿开覆布、蜂箱盖，捏
住一个巢框，缓缓提起，托在右
手腕上细细地查看。

屋后的养蜂基地，陈家创养
了四五十箱蜜蜂。猪舍的水泥墙
边，一排排空蜂箱被整齐地码
放，快挨到了屋檐。“养殖规模，
产蜜多少，自己可以看情况调
整，最多产五六千斤蜜也没问
题。”

在陈家创的庭院，养蜂是最
大的产业板块，也见证了他苦尽
甘来的脱贫致富历程。

陈家创幼年家贫，没读完初
中就辍了学。9 岁时，母亲因病
去世；18岁时，因为一次安全事
故，右手掌被截掉。

生在农村，读不起书就要
“扛锄头”，可刚成年却没了右
手，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时隔 42
年回忆那次事故，陈家创说，看
着残存的右手腕血淋淋地杵着，
只有一个念头：“这一辈子完
了。”

一年多时间，陈家创没出过
家门。

繁重的农活干不了，那就去
学技术。陈家创跑到镇卫生院拜
师学医。他住宿舍，自己洗衣做

饭，利用空闲时间苦练左手写
字、背汤头歌诀。学成后，他在村
卫生室当了几年“赤脚医生”。

1984年，妻子邝兰梅通过媒
人认识了他。同年，两人结婚。

邝兰梅个子不到一米六，相
亲时，一眼就认定了陈家创。“他
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用现在
的话讲，长得也帅。”她说，除了
没有右手，再挑不出陈家创其他
的短处。

上世纪 80 年代，上老村的
村民大多住着土坯房，陈家创家
也一样。由于住着拥挤，他结婚
后，后妈提出“分家”，搬出来的
他没钱盖房，只好向邻居借闲置
的老土坯房住，帮着做些看护
打理。

婚后十年，陈家创搬“家”三
次，先后借住在邻居陈家富、陈
梅清废弃的老土坯房里。1985
年、1986年，儿子和女儿相继出
生，也和他们过了多年寄人篱下
的日子。

60 多平方米的老土坯房，
第二层破旧到住不得人。有时邻
居会在老房子里搞养殖，邝兰梅
半开玩笑地说：“一边住着我们，
一边住着鸡鸭。”

陈家创说，当时他脑子里就
一个想法：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给妻子和儿女一个真正的家。

“那是我以前的房子，现在是
父母住着，早两年装了空调，但他
们总舍不得开。”陈家创站在门前
的水泥坪，指着远处一栋砖木结
构的房子笑着说。

上世纪 90年代，村里的年轻
人纷纷走出大山，南下打工。几
年间，村里的土坯房逐渐被红砖
房取代。

1995 年，攒了十年钱的陈家
创，再借来 2000 多元钱，建起了
自己的房子。房子两层，100多个
平方米，但依然家徒四壁。令人
欣慰的是，孩子终于有了单独的
房间。

房子盖起来后，陈家创单手
与贫困“拔河”多年。

陈家创不缺头脑和干劲。熬
樟脑油、熬山苍子油、收杨梅等，
他家都是村里最先干起来的几户
人家之一。最早尝试养蜂，也在
那时候。他请教了不少人，但没
人愿意教，对方担心“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他不信邪，跑到县新

华书店看书自学。由于不懂季候
与温度把控，他养的头一箱蜜蜂
飞走了。

“走了很多弯路，也没搞出什
么大名堂。”陈家创说，像养蜂一
样，他多次尝试均告失败。

1995 年盖了房子，2008 年陈
家创才开始装修。2010 年，液晶
彩电风行，而他添置的最贵重的
家电，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

“因为儿子那年要结婚，不能太寒
酸。”儿女没读完初中就辍学，更
成了他“心里最大的遗憾”。

命运的转机，发生在精准扶
贫政策实施后。2014 年，陈家创
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仅用
4年，他便实现了脱贫致富。

2015 年，陈家创决定重新养
蜂、并试着养“生态鸡”。

听了他的想法，帮扶干部和
炎陵县残联替他争取产业启动资
金、引导他参加技术培训，还针对
慢性病缠身的邝兰梅开展“健康
帮扶”，为他解除后顾之忧。

“有了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
我发誓要干出个样子来。”陈家创
说。那两年，他早起头一件事，就
是去基地查看蜂箱，有时睡前不
放心，还要去看看。遇到相关问
题，他就和同行交流经验，或上网
查资料，慢慢地，他也成了“土专
家”。

随着养蜂技术提升，陈家创
的“甜蜜事业”逐渐做大。2015
年，蜂箱不到 10个；2016年，增长
到 70 个；2017 年，扩大到 150 多
个。2017 年，他家人均纯收入达
1.6万元，成功脱贫。

2018 年 ，炎 陵 县 脱 贫“ 摘
帽”。这一年，陈家创也有了新目
标。当年 7 月，他牵头成立家创
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始带动
十 里 八 乡 的 残 疾 人 通 过 养 蜂
脱贫。

家创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主
要成员王培顺说，“出资成立合作
社的 10万元钱，都是老陈一个人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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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
员/刘兰） 最近天气回暖，不少朋友外出
踏青时喜欢挖点儿野菜。4月3日，市疾控
中心发布紧急提示：食用野菜、野蘑菇、
未煮熟的四季豆、腌制香椿芽等，有食品
安全风险。

“尽管野菜具有独特风味，但野菜的营
养价值与人工栽培的无明显的差别，而每
年因误采误食野菜导致的中毒事件却频频
发生。”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市民
不要随意在公园或路边采摘野菜、蘑菇食
用，特别不要采摘不认识的野菜和蘑菇
等，要到正规的超市、农贸市场购买。

此外，一些常规蔬菜如土豆、四季
豆、香椿芽等，也要注意辨别是否处于可
食用状态，如发芽的土豆、未煮熟的四季
豆和腌制时间过长的香椿芽有毒，不能食
用。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哺乳期妇
女尽量不吃不能熟悉辨认的野菜。

野菜虽美味
食用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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