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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伟励
通 讯 员 叶新新 文/图

“感谢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我家
宝宝终于可以顺利喂奶了。”28 日下
午，家住南安的黄先生，将自家小孩从
南安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
房接出，看着恢复健康的孩子，黄先生
和妻子心里满是感激，“没想到在疫情
期间还有泉州的专家在南安‘坐镇’，
让我跟孩子的妈妈很放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 3月，疫情来势
汹汹，南安市妇幼保健院和泉州市妇
幼保健院·儿童医院驻守的医护人员
们依旧时刻在岗守护，争分夺秒抢救，
为新生儿撑起生命绿荫。近期，近 20
名新生儿在医护人员的照顾、治疗下
陆续恢复健康，回到父母怀抱。

新生儿面临高风险
医护人员24小时照顾

黄先生夫妻俩是一对“新手父
母”，孕 38周宝妈，于 3月 22日顺利分
娩出可爱的宝宝，但在宝宝出生8个多
小时后，突然出现不吃、频繁吐奶的情
况，这可把黄先生和妻子吓坏了，赶忙
告知产科护士，产科护士紧急电话通
知新生儿科医师到场会诊。在被告知
小孩要转新生儿科进一步住院观察治
疗时，家属十分信任地将宝宝交付予
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照料。

入院后医护人员对孩子进行了相
关检查，被诊断为新生儿感染，予以抗
生素抗感染及静脉补液等处理。

“住院的前2天，孩子频繁呕吐，入

院后，我们给予了禁食、洗胃、胃肠减
压、抗感染、静脉营养支持等处理后，
孩子的状况好转。”南安市妇幼保健院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负责人黄慧萱告
诉记者，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后，
医护人员 24小时观察孩子的情况，治
疗过程中孩子喂养耐受，逐渐增加了
奶量，还给孩子的父母进行喂养指导，
出院时喂养量达 55毫升，孩子恢复了
正常喂养。

“孩子出院后该注意些什么啊！”
28日下午，经过6天的治疗，孩子恢复
了健康，临出院前，黄先生抱着自家小
孩，将医生的嘱咐一一记下，并对医护
人员表示感谢。

“刚出生的新生儿面临的风险大、

并发症多，病情变化也快，容易出现病
情危重的情况，患儿的呼吸、心率、体
温、大小便，包括宝宝每次喂养奶量的
多少、有无腹胀、活动情况、肤色变化
等细微之处，都需要医护人员去严密
观察。”黄慧萱告诉记者，除了黄先生
家的孩子，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还收
住着其他患儿，都需要医护人员实时
监护，悉心照顾，这里 24小时灯火通
明，为新生命的健康保驾护航。

泉州专家“坐镇”
孩子家长更放心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是产房
和手术室坚实的后盾，为新生儿保

驾护航离不开泉州专家的支持。”黄
慧萱告诉记者，2018 年，南安市妇幼
保健院和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医院签订协议，由主治医生许景林
以及其他 10名主治以上级别的医护
人员入驻南安市妇幼保健，协助南
安市妇幼保健院开设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

近日，疫情来势汹汹，疫情开始
后，许景林医师便驻扎在南安，坚守一
线，不曾回家。

“疫情期间，住院新生儿的数量非
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不少患者没
办法前往泉州、厦门等地就诊，留在本
地的患者也就更多了，再加上院里科
室很多医护人员前往一线抗疫，照顾
新生儿的压力更大了。”许景林医师
说，这些天陆续接收了不少新生儿，已
经有近20名新生儿康复出院。

加班成为南安市妇幼保健院新
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医护人员的常态，

“我们医生、护士都是 24小时轮流值
守，时刻监测宝宝的生命体征，同时
每 2—3小时就要为宝宝翻身、换尿布
和喂养。”黄慧萱说，为了保障新生儿
重症监护病房的安全，医护人员均来
自低风险区域，每两天开展一次核酸
检测采样。

此外，南安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和产科紧密协作，“只要在
产房或者手术室发现有高危儿即将要
分娩，或新生儿发现有异常的情况，便
会立马通知新生儿科医生到场参与抢
救、会诊，根据病情需要转送到新生儿
科进一步诊疗，极大地保障了新生儿
的安全。”黄慧萱说。

本报讯（记者 黄伟励 通讯员 余嘉琨）
近日，记者从南安市医院了解到，受疫情影响，
专家异地往来实地帮扶困难，但上海专家们仍
心系南安，在积极抗疫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为
南安市医院骨科提供交流的机会。日前，上海
骨科专家王栋梁教授就联系多地专家，开展“肩
关节镜专题”的线上授课活动，邀请了南安市医
院骨科全体医护人员在确保医院疫情防控工作
大局的同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共同学习交流。

当天晚上 7时，“肩关节镜专题”学习会议
准时开始。“小别之后”又见到熟悉的面孔，南安
市医院的医护人员倍感亲切。简单的介绍后，
会议步入了正题。

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武警
安徽省总队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的专家们带来了精彩的知识分享。

最后，王栋梁教授、王蕾教授和会议主持何
继业教授进行了总结。会议内容紧凑，讨论精
彩，参加学习交流的医护人员及2000多名网络
参会者大呼过瘾。

据悉，上海骨科专家对南安市医院的帮扶
虽然被突发的疫情所阻，不能面对面交流，但专
家们集思广益，帮扶行动不中断，通过线上教
学、网络手术示教、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导等
形式，为南安市医院骨科的学科建设继续精准
发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南安市医院骨科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倍加珍惜上级部门和专家的关
心支持，全力以赴，尽心尽力运用好学科共建这
一平台，提升南安市骨科整体技术水平，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高
人民的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黄伟励）近日，记者从健康
南安促进会（以下简称“南安健促会”）获悉，该
会在抗疫工作中发挥长板，集中精力，在抗疫信
息通联与宣传教育上联合发力。

记者获悉，疫情期间，南安健促会多渠道组
织有序、有效赠发《南安市民健康手册》。该手
册是 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在南安市委、市政
府统筹指导下，卫健局直接领导下，由健康南安
促进会组织编写完成，厦门大学出版社公开发
行。此书图文并茂，既有南安健康文化溯源、急
诊救援、合理用药、养生民俗等专篇，还有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就医指导等专篇，对于疫情期间
的卫生宣传、应急诊疗、疾病防控、疫情隔断、心
理疏导等颇有裨益。此次疫情突发至今，已经
赠送出近 1.5万册，直接送到各乡镇，主要赠发
封控、管控区的市民朋友及作为各轮核酸检测
点的赠阅材料。

据介绍，健康南安发展促进会是以促进南
安市民身心健康科学发展为重点的公益性社会
团体。

本报讯 （记者 黄伟励） 10日，南安市疾
控中心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到结对
共建的防疫站文明小区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南安市卫健局、溪美街道办事处卫健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湖美社区居委会等单位也派
出干部参与此次活动，并发动居委会的居民
积极参与。

当天傍晚，防疫站小区门口灯火明亮，竖起
红色的拱门、张挂着横幅宣传标语，卫健局、疾
控中心、溪美街道办事处卫健办、溪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湖新社区居委会党员干部早就在防
疫站小区门口集中，开展以“气候变化与健康”
为主题的健康知识普及进社区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耐心地为群众讲解气
候变化的原因、气候变化对环境与健康的危害、
气候变化时注意事项等相关知识，引导群众养
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健康生活方
式。活动吸引小区及周边居民、过往群众 250
余人参加，接受咨询 100余人次，分发宣传单、
宣传品1000余份。

随后，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及该防疫站小区
中疾控中心退休干部党员在活动室召开座谈
会，一起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总结经验成果，交
流学习心得，把党史学习的精神感悟融入实际
工作中，不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落地开花。

疾控中心党支部与防疫站小区以文明结对
共建的方式，促进志愿服务效能和党建示范引
领提升，实现结对互促、双向受益、为民服务、共
同提高。本次活动的开展，将传播健康咨询、共
享健康生活等业务工作紧密结合，激励党员干
部自觉将理论转化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
行动，用实际行动践行卫生健康为人民的初心
使命。

■本报记者 黄伟励
通 讯 员 叶新新 文/图

29日上午 8时，南安市妇幼保
健院的助产士傅琼花，刚刚结束一
个大夜班。从前一天晚上11时便忙
个不停的她，在天快亮的时候，才停
下歇了一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宫缩来的时候用鼻子吸气，嘴
巴慢慢吹气。”“很好，跟着我一起做，
不错，继续加油！”“不错，加油，胜利
的时刻马上到啦！”“你很棒，抓住把
杆，手往上提，劲儿往下使！坚持住，
再加一次油！胜利在望啦”……

这一夜，她忙着照顾3位即将生
产的孕妇，穿梭于待产室和分娩室之
间，听胎心、测血压、胎心监护，还要
密切观察产程进展，开展心理疏导。

孩子出生之后，她给孩子断脐、
擦净羊水、血渍、胎脂、称体重、测量
身高体重，再把宝宝抱到妈妈胸前
帮助宝宝吃到第一口珍贵的初乳，
给予按摩子宫，观察产后出血情况，
确保母子平安。这些表面看似简单
的日常工作，实则需要拥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
判断力。

傅琼花告诉记者，今年是她成
为助产士的第20个年头，她已经记
不清接生过多少孩子，但只要听到
婴儿嘹亮的哭声，看到一个个健康
可爱的孩子来到这个世上，还总是
难以抑制地欢喜雀跃。

“疫情期间，仿佛一下子很多事
情都被按下了慢行键，很多人都暂时
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和忙碌。但是，产
房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歇，肚子里的小
宝宝们不会因为害怕疫情而选择日
期出生，最近来到南安妇幼保健院分
娩的人增长了20%。”南安市妇幼保
健院妇产科负责人庄少惠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助产士没有停下过她们的
工作，每天都在第一线工作，为所有
的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保驾护航。

因为疫情原因，傅琼花也半个
多月没有回家了，“助产士是护士群
体中的特殊一员，不仅要熟练掌握
各项护理知识、技能，还要精通产科
的各项产前、产后护理业务知识，如
监护产程、导乐陪伴分娩、接生、会
阴缝合、产后护理、喂养指导等工
作。”傅琼花说，产房每天都会迎接
新生命的到来,但是在这背后守护
孕妈妈们安全的是助产士，在产房
里，随时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的问
题，都需要助产士认真细心的观察
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采访过程中，记者观察到傅琼
花时不时直起腰身，用手轻锤，“腰
痛算是助产士的职业病了，产妇生
产过程中，助产士几乎需要全程弯
着腰。”傅琼花说，助产的过程和产
后的缝合都需要助产士弯腰配合，
这个过程少则十多分钟，长则需要
一两小时，“干了 20多年的接生工
作，现在站久一点，腰就疼得不行。”

产房中的工作又脏又累，说它
脏是因为分娩时羊水、血液时常会
喷溅到脸上以及身上。说它累是因
为有时产妇分娩时间较长，经常一
站就是几个小时，往往整夜都不能
合眼，即便这样辛苦，傅琼花依然表
示：“做第一个迎接新生命的人，我
感到很幸福。”

近日，家住柳城的王女士在傅
琼花的帮助下完成生产，迎来了自
己的第一个宝宝。“备孕多年终于怀
上了，一直在南安市妇幼保健院产
检。本身高龄孕妇就很焦虑，结果
预产期碰上来势汹汹的疫情就更焦
虑了。”王女士说，好在遇到了一位
给力的助产士，不仅在最痛苦的时
候给予安慰，她的专业水平也让人
安心不少，“如果没有她，我都打算
放弃顺产，直接去剖宫产了”。

“在产科，助产士的作用不亚于
产科医生，她们用娴熟的专业技能
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应对产程中的各
种状况，用爱心和耐心鼓励着产妇
面对艰难的时刻，她们是迎接生命
降临的天使。”南安市妇幼保健院产
科副护士长黄晓雯说，除了产前有
最专业的助产士，产后还有一批朝
气蓬勃的助产士，在疫情面前毫不
退缩，她们用爱心、耐心、细心、责任
心去对待每个产后的产妇，并用她
们专业的知识疏导产妇心理问题，
指导产妇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等
方面的育儿技巧。

■本报记者 黄伟励

今年的3月14日—20日是世界减
盐周，主题是“改变高盐饮食习惯”，特
别呼吁全球各国的食品企业和餐饮行
业，为了公众健康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
任，生产和提供更多有利于健康的低盐
食品。营造低盐饮食的环境，减少食品
中盐的用量，降低血压、减少中风和心
脏病的发病风险，提高人们的营养健康
水平。那么，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健康
饮食，控制自己的“盐”值呢？

南安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盐的
成分是氯化钠，高钠摄入作为高血压
的重要诱因，会进一步使心脑血管疾
病发病与死亡的风险升高。收缩压或
舒张压的升高，会增加脑卒中、冠心
病、心血管病的死亡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成年人
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在全
球范围内，人们每天平均盐摄入量达
到推荐量的两倍。而我国居民盐摄入
量居世界前列，人均高达11克以上，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盐源于日常购买的
加工食品、餐馆就餐和外卖食品中。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购买预包
装食品和外出就餐将在我国居民膳食
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大家从预包装
食品和在外就餐食品中摄取的盐分也
会越来越多。预包装食品和餐馆就餐
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饮食选择，但在
美味佳肴的背后隐藏着非常多的含盐
大户，往往是“高盐”的重灾区。

南安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减少食盐
摄入是预防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最简单
有效的方法。为了公众健康，食品行业
和餐饮企业有责任、有义务生产和提供
更加营养健康的食品，减少食品中盐的
使用量，使用低钠盐、使用天然香辛料

“以鲜代盐”，以及技术创新，研发出更科
学更低钠的食品配方。今年的“世界减
盐周”，也倡议全社会一起行动起来，为
改掉不良生活方式，培养低盐饮食的健
康习惯共同努力。同时，肥胖、糖尿病和
骨质疏松者的膳食，都要求控盐。

日常生活中，怎么吃盐也是个大
问题，很多人进入了吃盐的误区，不懂
得如何正确吃盐。专家表示，市民可
以把家用盐勺换成控盐勺，根据克重
量化用盐；从日常少吃榨菜、咸菜和酱
制食品，少吃加工食品和罐头食品做
起，外购食品时对比商品的钠含量，尽
量选择低钠产品。比起味精、鸡精、酱
油、蚝油等人工调味品，推荐使用天然
调味料，除此之外，食用菌、番茄、柠檬
等也具有鲜味，不仅给食物增加不一
样的味道，还对身体有益。

疫情期间上海专家线上帮扶

开展专题授课

南安健促会

赠发《南安市民健康手册》一万余册

南安市疾控中心党支部

开展文明结对共建活动

南安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24小时灯火通明 为新生命保驾护航

许
景
林
医
生
正
在
给
新
生
儿
检
查
身
体
。

改变高盐饮食习惯

对自己的“盐”值负责

南安市妇幼保健院助产士傅琼花：

“做第一个迎接新生命的人，我感到很幸福”

傅琼花细心照顾刚出生的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