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保

温箱、呼吸机不停歇地运行着，输液

管的另一头，无声地连接着一个个

崭新的生命。

“我们救治过最小体重的患儿

才 700 多克，最小的早产儿才 25 周，

他们转危为安就是我最高兴的事。”

新生儿科负责人姜宁宇说道。

作 为 我 市 危 重 新 生 儿 救 治 中

心，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在早产

儿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早产

儿救治成功率达 98%以上。

尽管如此，父母把初生的孩子

送进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还

是免不了担心和焦虑。“精神怎么

样？体重长了吗？”面对父母的关心

和挂念，姜宁宇都会耐心地答复，并

通过微信搭建“云端探视”通道，以

解患儿家属的相思之苦。待患儿情

况稳定后，父母还有机会通过袋鼠

护理，走进 NICU 与宝宝进行持续性

的皮肤接触，并跟着护士学习如何

换尿片、喂奶、拍嗝、处理紧急情况

等。毫无疑问，这是新生儿科站在

病患角度，一举多得的暖心举措。

作为站在生命起点陪跑的“第

一人”，新生儿科团队面对“早到的

天使”，用极致的爱心、耐心和细心

以及过硬的专业技术，陪患儿顺利

度过了一个个难关，直到他们完成

自主呼吸、自主吸吮，健健康康地回

到父母的怀抱。

做孩子信赖的“医生妈妈”
走进株洲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大

厅，宛如来到“儿童乐园”。

医院从“一米世界”出发，采用

色彩丰富、健康安全的柔软材质进

行适儿化布置，打造儿童专用的迷

你型洗手池和便池，并将摇摇车、游

乐区、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等充满

童趣的小巧思自然地融入到医院每

个角落。

“小宝贝做得真棒，真勇敢。”上

午 8 点，急诊科主任李朝霞已经坐在

诊室里，开始“哄着”患儿看病了。基

于成熟的预检分诊和急诊分级机制，

急诊“不急”的拥堵之困在这里得到

疏解。面对急危重症，医院会立即启

动绿色通道，优先保障急危重症和特

殊患儿得到救治。面对疑难杂症，医

院还会主动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发

挥不同学科优势，尽量让患儿及家属

“少跑一次”“只跑一次”。

“儿科急诊必须保证 24 小时不

停歇，365 天连轴转，因为忙碌是我

们工作的常态，所以更要有科学严

密 的 制 度 流 程 ，才 能 保 证 忙 中 有

序。”李朝霞表示。

去年下半年，肺炎支原体、甲乙

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病

人数量明显增加，医院门、急诊共接

诊 8 万人次，住院患者 5300 人次，开

展 支 气 管 镜 300 余 例 。 李 朝 霞 的

“忙”在这组数据中得以具化，面对

叠加感染、患儿激增的情况，李朝霞

上完白班还会加入夜班急诊“轮轴

转”，短短几个月，她竟瘦了 10公斤。

“李主任看诊细致，是孩子愿意

亲近的‘医生妈妈’。”30 年如一日躬

身儿科一线，李朝霞用实力铸就了

患者的“金口碑”。

做健康成长的“把关人”
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也是一个“热

闹”的科室。根据国家儿童健康管理规

范要求，从 0 岁到 12 岁，孩子都需要定

期接受科学的健康检查，而儿保科就扮

演了“把关人”这个重要的角色。

日前，张女士在该院顺利生产，儿

保科专家团队第一时间来到病房，为孩

子做抚触、行为测定，向家长普及喂养

知识。同时，儿保科还专门设置了满月

门诊，宝宝满月后，就可以来这里接受

人生第一次健康体检。

“近视眼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6

月 5 日，儿童保健部五官科主任邓金煜

走进八达小学，在欢快的互动游戏中，

将护眼知识传递给孩子们。

这只是儿童保健部创新方式，开展

儿童保健科普宣教的一个缩影。儿童

保健部部长、儿保科主任谭菁表示，遵

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理念，儿童保

健部集结力量，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全

方位的健康教育活动。仅 2023年，部门

举办健康教育义诊 165 场，打造的线上

科普平台实现年浏览量 16 万次的好成

绩，共计服务 7万余人次。

做折翼天使的“守护者”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作为市残

联定点机构、湖南省康复医学专科医联体

会员单位、湖南省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市

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作为市残联定点

机构、湖南省康复医学专科医联体会员单

位、湖南省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国家

级“婴幼儿养育照护示范基地”、“儿童医

教协同言语语言综合干预与发展体系建

设（启音博士千百十计划）”项目单位，建

科26年来，充分发挥专业特长，收治了来

自本市及周边地区的大量患儿，其中不乏

语言障碍、孤独症、自闭症、生长发育偏离

患者。比起其他科室的喧闹与紧迫，这里

的沉默与绝望更让人心酸。

“他能走路吗？会说话吗？未来可

以自理吗？”谭菁知道，每个孩子背后都是

一个家庭，康复一个孩子，就幸福了一个

家庭，她身上的担子虽重，但极具意义。

“早期干预没有最早，只有更早。

医生要做的不止是同情这个家庭，更应

该提供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谭菁是

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经过多年的发

展，科室已创建医院康复、家庭康复、医

院康复+家庭康复、定期康复指导等多

种模式，成熟开展物理治疗（PT）、作业

治疗（ OT）、水疗（HT）、语言言语治疗

（ST）、感觉统合训练、肌兴奋治疗、脑循

环治疗、生物反馈治疗、矫形支具等现

代康复项目，为近万名特殊需要儿童提

供康复关怀，在他们的守护下，相当一

部分孩子能够回归校园，正常生活。

“我们在妇幼度过了难忘的半年，从

不会翻身到会爬行、会行走，孩子有了令

人欣喜的变化。现在，她的发育水平已

经接近正常儿童，非常感激康复科的医

护人员。”这样的故事，在这里常常上演。

在 健 康

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让儿童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共识。在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的道路上，儿童友好型医院又

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儿童医

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株洲市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方案》等文件要求，市妇幼保健院以

创建儿童友好型医院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儿

童专科建设，优化服务意识，打造了一支规

范、专业并且极具特色的医疗队伍，聚

焦儿童成长全过程，为全市儿童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做生命起点的“陪跑者”

让“儿童友好”更有画面感
——市妇幼保健院打造儿童成长全过程呵护样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宋芋璇 通讯员/刘韡璠 顾言心

针对身高偏离的孩子，谭菁会

通过测评先找到其身高偏矮的原

因，再有针对性地进行营养、运动、

睡眠方面的指导。 仟 为了和小患者“打成

一片”，李朝霞为自己定

制了卡通人物挂件并随

身携带。 通讯员 供图

在 治 疗 前 ，邓 金 煜 会 先 用 Tell-

Show-Do（讲-示-做）行为管理方法把

治疗过程演示给孩子看,让牙椅上的小

朋友轻松接受治疗。 通讯员 供图

面 对 新 生

儿患者，姜宁宇

既是“医者”，也

是“临时妈妈”。

通讯员 供图

医者仁心，智者博爱。在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探索创建儿童友好医院的道路

上，市妇幼保健院让每一个孩子都得到成长全过程的呵护与照顾，实现了“儿童友

好”真正意义上的可感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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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原湖南省

中医药学院）毕业后，王志刚进入株洲市人民

医院工作，正式步入中医的殿堂。30 年来，王

志刚虚心向很多中医前辈学习讨教，一旦空

闲就投身书海之中，在中医治病，尤其是康复

医学方面积累了技术和心得，成为一位为人

和善、病人至上，凭一双妙手施针就能为患者

祛病痛的“大医生”。

说起与病人的故事，王志刚还未开口，82

岁的黄爷爷却打开了话匣子：“他的技术高，

一针见效，我的颈椎是他看好的，这次是来看

腰的。”正在理疗床上治疗的黄爷爷是王主任

的“老朋友”了，每次来市人民医院都习惯来

康复医学科坐坐。

在科室的现代康复室，正在接受偏瘫肢

体训练的吴女士也对王志刚带领的康复医学

团队赞不绝口。1 个月前，还未满 50 岁的她

不幸中风四处求医，但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治

疗。无独有偶，经过四处打听，她来到株洲市

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治疗。“王主任不仅早上

带队查房，晚上还会时不时来病房看看我爱

人，让她感受到了重视，恢复也更有信心了。

入院时她还不能下地，现在已经可以搀扶着

走一段了，肢体平衡能力也眼看着提高了。”

患者家属说道。

从医三十年，王志刚练就了一身精、准、

稳、快的治疗本领，娴熟运用醒脑开窍针法、

平衡针法、火针及内热针疗法改善患者的症

状，配合艾灸、推拿、拔罐等中医适宜技术，治

愈了无数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病、运动损伤、

中风偏瘫的患者。

以大医之心行大医之道。谈起未来科室

的发展，王志刚表示，要倾尽全力培养一批业

务能手，不断提升专科实力，让传统中医技术

造福更多患者。

用心用情诠释大医精诚
——对话株洲市人民医院骨干医师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宋芋璇 通讯员/楚水莲 陈娜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步履不停，不仅成

功开展了颅内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颅内动脉瘤血

流导向装置治疗、颅内大动脉狭窄支架植入术、脑动

脉取栓术等诊疗项目，挽救了一大批危重脑血管病

患者的生命，还成立了株洲市首家眩晕诊疗中心，为

广大头晕、眩晕患者带去了福音。

不断播种，不断收获。2023 年，科室成为“华南

眩晕中心联盟理事单位”，获评“株洲市巾帼文明

岗”。无论是不断突破的临床技术，还是接踵而至的

各项荣誉，都与科室负责人曹丽迎难而上的性格分

不开。

“作为医生，在困难面前要迎难而上,不逃避、不

畏缩。”行事果断、敢于挑战是多数人对她的印象和

评价。

今年 6 月，该院神经内科、眼耳鼻喉科、脊柱外

科、康复医学科等头晕 MDT 会诊专家聚在一起，讨

论患者周女士的病情。51岁的周女士在一个月前出

现无明显诱因的头晕、走路不稳等情况，症状快速加

重，最后卧床不起，并出现双耳听力下降。为此，她

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和治疗。“有的医生说是耳石症，

有的医生说是颈椎病，有的医生说是脑血管病，希望

人民医院眩晕中心能给我一个的答案。”

结合患者症状及体查，曹丽指出：“中年女性，病

程一个月，起病急，进展快，双侧前庭损伤和双侧听

力下降，且双侧症状对称，这个病人不对劲，可能是

感染或免疫系统疾病。”

医院为周女士做了针对性的检查，结果显示梅

毒阳性。实际上，业内将”梅毒”称为“伟大的模仿

者”“变色龙”，症状常常不典型，可侵犯多系统，容

易漏诊和误诊。终于，困扰周女士的元凶找到了

——“耳梅毒”，接下来的治疗十分顺利，目前她已

恢复出院。

拨开迷雾探寻真相的过程，曹丽可谓是乐在其

中，39 岁的吴先生也因此成了曹丽的“忠实粉丝”。

“两年前，我反复发烧头痛不好转，后来继发肢体瘫

痪卧床，当时好怕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曹主任抽丝

剥茧，细心查找证据，最后确诊我是‘EB 病毒感染脑

炎后继发 GFAP 抗体阳性脊髓炎’，当时家人都不相

信，拿着病例又去找长沙的专家求证，直到三周后我

行动自如地出院他们才心服口服，往后无论什么病，

我都要找曹丽医生瞧一眼。”吴先生说道。

其实，除了疑难病，曹丽接诊最多的是头晕以及

眩晕病人。2021 年，在她的主持下医院成立了株洲

市首家眩晕中心。源于患者的好口碑，眩晕中心接

诊的病人每年成倍增长。病房的病人更多了，墙上

的锦旗更多了，曹丽奔走于一线的脚步也更快了，可

她攻坚克难、关爱患者的初心始终定在那里，感染着

一同奋斗的同僚，也时刻提醒着她自己。

在老百姓眼里，手术刀是外科医生的标配，对

于那些手术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患者往往还会

称其为“一把刀”。而在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

任胡卫辰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常常对科室医生说，

外科医生要有一把刀，但不能只有一把刀，要知道

当你的手中有把榔头，满世界都是钉子。然而，就

是这样一位不太轻易动刀的外科医生，却受到了

株洲本地，乃至周边地区众多患者的爱戴，这又是

为何？

去年，体重达 100 公斤，因患腰椎间盘突出疼

痛不已的 18 岁小珍（化名），在父母的陪伴下找到

胡卫辰看诊，检查后发现小珍的情况较严重，已不

适合保守治疗。可是，小珍不仅年龄小，还是一名

马上要参加美术联考的高三学生，此时如果接受

传统的腰椎手术，需卧床休养很长一段时间，不仅

会错失联考，也可能耽误后期的复习冲刺。

根据小珍的情况，胡卫辰设计了一套腰椎内

镜微创手术方案，通过 7MM 的“小切口”解决了困

扰小珍全家的“大问题”。今年 7 月，小珍如愿收

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向胡主任报喜。

与此同时，该院脊柱外科作为株洲市老年骨

科建设专科，大力开展治痛新技术，破解众多高龄

患者“不敢手术、不能手术”的难题，让他们有了重

新挺起脊梁的可能。

“每次来找胡主任的人都是躺着进来，走着

出去。”85 岁的单爷爷患有椎间盘突出伴腰椎管

重度狭窄，已到了无法行走的地步。综合考量

后，胡卫辰认为靶点射频消融术“不开刀”间接减

压的技术更适合单爷爷，并为其制定了个性化的

康复方案。

可喜的是，术后第一天，单爷爷已经可以下床

行走，疼痛也得到了极大缓解。

虽是外科医生，胡卫辰多年坚持的却是中医

理念中的“一人一方”。“只有不断精进自身，学习

掌握前沿技术，手中的办法多了才能针对患者给

出现阶段最合适的‘解法’。”感同身受的强烈责任

感让胡卫辰成为一名优秀的除痛人。

在 株

洲市人民医院，有

一批优秀的医生，他们

是学科建设的“领头雁”，是

治病救人的“排头兵”，他们

时刻牢记“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医者使命，数十年

如一日以奔跑的姿态

奋战在一线。

神经内科负责人曹丽
——面对生命，必须迎难而上

脊柱外科主任胡卫辰
——时刻铭记，外科医生不能只
有一把手术刀

康复医学科主任王志刚
——行大医之道，妙手银针祛
病痛

胡卫辰通过影像学结果分析病情。

通讯员 供图

曹丽为患者做神经系

统体格检查。通讯员 供图

王志刚为患者针灸。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