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科医护人员针对患者病情开展讨论。通讯员 供图

妇科护士陈艳为患者做 PICC 置管。通讯员 供图

妇科主任肖文红为患者做检查。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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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癌症患者，多数人对他们的想象都是

悲伤的、绝望的，然而在市二医院妇科住院部，

气氛却不尽相同。虽然病痛缠身，但这里的患

者却多以乐观、坚强的态度直面病魔。

“ 医 护 团 队 的 陪 伴 ，让 我 有 了 求 生 的 信

心。”刘阿姨于 7 年前确诊宫颈癌，前后住院 6

次。在她看来，漫漫抗癌路上，是二医院的医

护人员用精湛技术和悉心照护，点燃了她曾经

熄灭的希望。

正如刘阿姨所说，“医患者病，暖患者心”，

一直以来，市二医院妇科护理团队用专业与智

慧守护着每一个生命。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建立一条好的静脉通

路对治疗尤为重要。因为化疗药物及一些静脉

营养药物对血管具有强烈的刺激，容易造成炎

症，给病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为了保证肿瘤患

者在术前、术后及后续的化疗中顺利输入药物，

科室护士陈艳迎难而上，通过系统培训和学习

实践，获取 PICC 置管资质及静脉治疗专科护士

证书。如今，患者无需辗转，在病房就可建立安

全有效的静脉通路，优化了就医体验。

穿刺是技术，维护是艺术。因为 PICC 导管

每周都需维护，以防止移脱、堵塞、感染等风

险。所以对于护理人员来说，置入管路是治疗

的第一步，患者的管路能“一管到底”才是最终

目标。为此，妇科的每一位护士通过培训，均能

熟练开展 PICC 导管维护。这样一来，癌症患者

PICC 导管“置管难、维护烦”的问题就都迎刃而

解了。

5月 30日晚上 7点，护士长王丽洁来到宫颈

癌患者吴女士病床前，一坐就是 30 分钟。第二

天早晨，王丽洁为吴女士编好头发，一路握着她

的手一同进了手术室。

原来，为了舒缓患者情绪，科室护理团队推

出了全麻大手术全程陪伴服务。从手术前一天

到术后 6 小时，从病房到手术室，都有护士全程

守护在旁。

“这次手术，我们全家都手足无措。王护士

事无巨细地将注意事项嘱咐给我，反复安慰我

们，疏导我们，这才安了神。未来的抗癌路还很

长，在她们的陪伴下，我们有信心！”手术顺利完

成，吴女士一家和王丽洁的关系更近了，好似并

肩奋斗的战友。

方寸之间显技艺，细微之处见真情
——记株洲市二医院妇科团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宋芋璇 通讯员/陈恺祺

子宫肌瘤、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

癌……近年来，这些被称作“红颜杀手”的

妇科肿瘤疾病，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

株洲市二医院妇科作为株洲市医学

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主委单位、湖南省

妇产重大疾病防治联盟成员单位，一直致

力于通过化疗、放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

等手段，对妇科恶性肿瘤开展全病程管

理，延长妇科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

她们的生存质量。

目前，科室共有医护 25 名，其中主任

医师 2名，副主任医师 3名，主治医师 3名，

硕士研究生 1 名，长沙医学院兼职教授 7

名，年门诊量达一万余人次，年收治住院

病人 1000余人次 ，年手术量 800余台次。

资源互通、技术精良
打造妇科肿瘤全病程管理模式

一个月前，44 岁的包女士因下腹胀痛并伴有

体重下降来到市二医院就诊检查，结果令她心惊：

卵巢癌，并出现了转移。

为了争取生存机会，在充分评估病情后，科主

任肖文红主任医师立即迅速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

深入讨论和手术规划，共同制定了一套详尽的手

术方案。

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专家史彩霞教授

的指导下，肖文红主任团队历时 7 小时，终于将盘

踞在肠壁、腹壁、肝肾隐窝、脾门区（肝脾主要血管

集中区域）、胰腺、膈肌、下腔静脉旁、髂血管旁、心

膈角（心脏与膈肌间夹角）的肿瘤逐一消灭，完成

R0 级肿瘤减灭术，还为患者保留了肠道功能，避

免肠造口。

市二医院妇科团队在手术台上“啃”下的“硬

骨头”还有很多。

去年 4月，59岁的谢女士出现了连续性阴道出

血的情况，直至同年 11 月她才引起重视前往医院

检查，不幸的是，结果显示已是宫颈癌中晚期，并

可能出现盆腔淋巴结转移。

“因为病情严重，首诊医院建议我放弃手术，

采取根治性放化疗。但我不想让这颗‘定时炸

弹’留在身体里，辗转多地，是肖文红主任给了我

希望。”说起市二医院妇科团队，谢女士既庆幸又

感激。

由于影像学检查提示盆腔淋巴结肿大、不排

除肿瘤转移，充分和患方沟通手术及根治性放化

疗的利弊之后，患方仍决定先行手术治疗，后续在

全麻下行了广泛性子宫切除术+双侧附件切除+卵

巢动静脉高位结扎+盆腔淋巴清扫+腹主动脉淋巴

结清扫+盆腔粘连松解+肠粘连松解术，术中盆腔

淋巴结明显肿大、质硬，术后病检确诊有肿瘤转

移，于是继续给予了 25 次盆腔外照射治疗、5 次顺

铂周疗、4 次化疗。如今，谢女士马上要进入维持

治疗阶段。

肖文红主任介绍，手术不是妇科恶性肿瘤的

终点，反而是抗癌之路新的起点。为了让妇科恶

性肿瘤患者在生存长度和生活质量上实现“双

赢”，该科室启用了“手术+化疗+维持治疗”的全

病程管理模式。该模式涉及早期诊断、规范化治

疗、康复与生活质量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不同环

节，在肖文红主任看来，每个环节对患者来说都至

关重要，只有把每一环都做好，患者才更有可能活

得更长，活得更好。

与此同时，近年来，市二医院妇科肿瘤诊疗中

心与湖南省肿瘤医院妇科肿瘤 MDT 专家团队发

挥医联体资源优势，通过定期坐诊、线上线下多学

科会诊、手术现场指导等形式，让株洲患者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省级专家团队的综合诊疗服务。

医患者病、暖患者心
把更多的关怀留给病房里的“战友”

妇科医护人员合照。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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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睹了一个新时代。街头巷尾，移动支付如潮水般涌来，改变着人们的

消费习惯，也挑战着传统的金钱观念。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无现金与现金的交汇

路口，一群孩子正以其独特的视角，逐渐学会理解和拥抱这个复杂而又多彩的金

融世界。社会携手，让我们期待孩子们在财商教育的熏陶下，成为既有知识又有

能力的现代公民。

人民币变“陌生物品”孩子的“钱”途如何规划？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近日，“越来越多孩子不认识钱”话题引发社会热议。“家中一年级的女
儿，‘认识人民币’这课就没‘过关’，现在会刻意让她拿钱去买东西。”株洲市
民赵先生说，如今的孩子似乎难以理解简单的交易概念，如“换钱”“找钱”。

这不只是赵先生家的故事，也是当下不少家庭和教育者面临的共同
难题。随着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的普及，传统的纸币、硬币在孩子们的
生活中逐渐变得陌生。这也让人不禁思考：在数字时代，如何有效培养
孩子的财商意识，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

近期，在天元区某小学的一年级

课堂上，一场关于人民币的闯关活动

让老师和家长都感到有些意外。

依依，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

却在这场活动中未能达到及格线。

她对于人民币的认识显然不足，不

仅不认识钱，更不知道钱该怎么用，

遇到“一个本子 4 角，买 3 个本子，支

付 2 元要找多少钱”这种“找钱”概

念，更是一头雾水。这并非个例，有

近 三 十 年 教 龄 的 老 教 师 谭 伏 媛 反

映，近几年的一年级学生中，类似的

情况越来越普遍。

近日，在武汉市第一初级中学学

苑校区小学部，一年级数学课堂上，

有老师拿出各种面额的人民币，一张

张地问学生是否见过。全班 40 名学

生，大部分见过 100元、50元纸币，一

半学生能认出 10元、20元纸币，从没

见过1元纸币的占一半以上。

“我回想了一下，现在日常生活

全都是手机支付，每次跟孩子出门要

花钱，也是拿出手机刷。”依依父亲赵

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困惑，孩子们的世

界似乎只剩下了“爸爸妈妈，你们带

手机了吗？”的询问。不仅是依依，她

的哥哥正在读三年级，因为对元、角、

分概念模糊，导致学习小数受到影

响。三年级数学老师还特意在群里

发消息，提醒家长让孩子“认钱”。

有数学老师说，不仅越来越多

孩子不认识钱，而且，越来越多孩子

看不懂时钟。数学课也有专门的课

教孩子认识时钟，但是，还是有孩子

不认识，譬如说 10:50，就看成 9:50，

原因是生活中很少接触。

期末考试的脚步越来越近，孙

女士正忙于为一年级的儿子准备复

习资料：买一套人民币教具，以便在

家中也能进行复习和模拟练习。“还

可以买个‘大富翁’。”商铺老板建

议。除了一套币值齐全、设计逼真

的教具，孙女士决定再配上一些“假

商品”，让孩子能在游戏中模拟真实

的买卖场景。

在不少家长心中，“认钱”不仅

是学校设计的“社会课”，更是数学

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通过钱来

学习数字和加减运算，是一种直观

且有效的方式。

在选购过程中，有家长表示，她

的孩子去年在学校上过“认钱”课，

但内容主要以算术加减法为主，并

没有深入涉及金钱的实际应用。她

认为，市面上的很多有关钱的玩具

与现实金钱差异较大，无法让孩子

真正“懂钱”。

谭伏媛老师称，市场上琳琅满

目的“财商”玩具或许能提供一定的

学习工具，但真正让孩子理解金钱

价值，还得依赖家长的日常生活示

范。家长自身对待金钱的态度，直

接影响着孩子金钱观的形成。

面对孩子不认识钱的问题，家长

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我

以前也是用现金的，但现在基本上都

是手机支付。”一位家长坦言道。她

表示，自己平时很少使用现金，导致

孩子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钱。因此，

她决定从现在开始，多让孩子接触现

金，教他们如何使用钱、如何节约钱。

近年来，晚报也报道了多起孩子

给游戏大额充值的现象。这些孩子之

所以动辄几千上万地给游戏充值，除

了平台和家长的责任之外，恐怕也与

他们自身缺乏基本的金钱观念有关。

社会各界对于孩子不认识钱的现

象展开了广泛讨论。近日，记者采访

了几位家长，他们分享了各自独特的

教育方法，从利用科技手段到传统现

金教学，展示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培

养孩子的金钱观念。

市民刘女士表示，她并不刻意追

求让孩子接触实体钱，但也不会将钱

仅仅视为一个数字。每次出门前，她

都会与孩子约定好零钱的“限额”，并

让孩子查看手机屏幕上的微信钱包余

额，然后根据需要决定如何分配这些

钱。购物后，刘女士会向孩子展示微

信零钱上的数字变化，让孩子直观地

感受到钱的价值和流动。

卢晓则是一位善于利用科技手段

教育孩子的家长。她教会了孩子使用

手机进行比价，让孩子在购物时能够

自主判断商品的价格是否合理。卢晓

表示，最初孩子并不理解价格的概念，

但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孩子逐渐明白

了“便宜”和“贵”的区别，并开始主动

寻求更优惠的购物方式。

相比之下，杨旸的教育方法更为传

统。他给孩子买了钱包，并定期去银行

取钱给孩子“发工资”。只要条件允许，

杨旸都会使用现金进行结账，让孩子有

实际接触钱的机会。他还给孩子设立

了小账本，将孩子的压岁钱等奖励记录

下来，让孩子了解钱的来源和用途。

杨旸表示，最初孩子总是将钱包

里的钱挥霍一空，但在他的反复引导

下，孩子逐渐明白了钱的价值和重要

性，并开始学会攒钱和规划支出。

随 着 移 动 支 付 日 益 普 及 ，高 达

86%的支付率让实体货币在孩子们眼

中变得陌生。

教育专家储朝晖指出，财商教育

不仅是教孩子认识钱，更重要的是培

养他们理解和运用金钱的能力，塑造

健康的金钱观和理财能力。家长们，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财商导师”，责任

重大。

对此，株洲的学校和家庭纷纷行动

起来，共同探索财商教育的有效路径。

在学校里，老师们将财商教育融

入日常教学。通过模拟购物、制定家

庭预算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

验中学会管理财务，培养消费意识和

理财能力。学校还与家长紧密合作，

共同推进财商教育。白鹤小学三年级

五班就邀请过家长来校分享知识，让

家长了解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财

商。学校还定期组织亲子活动和家庭

作业，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财商

教育的学习和实践。

在家庭中，家长们开始重视财商教

育。他们让孩子参与家庭预算的制定

和执行，管理零用钱，让孩子在实践中

学会理财。同时，家长们还会与孩子一

起讨论节约和理财的话题，让孩子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金钱观念。

“社会各界需携手共筑一座桥梁，

连接起无现金时代的便捷与对货币本

质的认知，让孩子在数字洪流中仍能

握住‘钱’的真谛。”从事金融行业的市

民陈柚说，希望孩子们学会珍惜与智

慧地运用每一分钱。

金钱、钟面
越来越多孩子不认识了1

家庭教育
“言传身教”何时起？2

方法分享
接受“金钱教育”新时代3

社会携手
构筑未来的“财商”基石4

记者的话

老师带着孩子们通过学具认识人民币。

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中《认识人民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