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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备受瞩目的“妇幼健康
之星”优秀工作者大型评选活
动目前已进入市民投票阶段，
从投票情况看，市民参加踊跃，
截至目前，已有近6万选票顺利
投放到了44位候选人之中。此
次投票将截止到9月27日(本周
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此次活
动，投出自己心目中的”妇幼健
康之星“。

“妇幼健康之星”优秀工作

者大型评选活动是由本报联合
淄博市卫计委、市妇幼保健协会
共同举办，山东省脐血库协办。
旨在更好地推动全市妇幼工作
开展，真实还原妇幼一线工作者
的工作状态，立典型、树形象。

经过周密的前期准备及各
区县及医院的推荐，截至目前，
共有44名一线妇幼医护工作者
脱颖而出，参与最终角逐，他们
中既有工作近三十年的妇幼

“老鸟”，也有刚入职不久却工

作表现优异的一线“新兵”，候
选人的范围覆盖全市十个区
县数十家知名医院，在这些医
院中，每时每刻都可以见到他
们为市民服务的身影。

本次活动可以通过本报
“齐鲁壹点”手机APP客户端和
“淄博卫生”官方微信进行投
票，投票规则为每人每天可以
总投限15票，其中每位候选人
每天只能获投一票，严禁刷票，
一经发现将取消候选人的参选

资格。投票结束后，所有候选人
将经过专家评审综合评定，然
后按一定比例确定最终人选。
最后，活动组委会将对获奖人
员进行统一表彰，并进行集中
宣传报道。

谁是你心中最美的“妇幼
健康之星”，希望市民踊跃参
加本次活动，通过本报“齐鲁
壹点”手机APP客户端和“淄
博卫生”官方微信，投出您宝
贵的一票。

1 . 微 信 投 票 方 式 ：打 开 微
信——— 通讯录——— 公众号(右上角
+)——— 查找公众号——— 搜索“淄博
卫生”并添加——— 淄博妇幼健康之
星投票——— 投票——— 每个账号每天
限投15票

2 .齐鲁壹点手机APP客户端投
票方式：刷二维码安装齐鲁壹点手
机APP客户端——— 打开齐鲁壹点注
册登录——— 右上角定位选择“淄
博”——— 活动——— 妇幼健康之星评
选——— 投票

两两天天66万万人人点点赞赞““妇妇幼幼健健康康之之星星””
市民可继续通过本报“齐鲁壹点”手机客户端和“淄博卫生”微信投票

投票方式：

本报9月22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瑜) 何晋荣是市妇幼保

健院的一名护士长，她的服务
对象，是生命随时可能受到威
胁的早产儿和危重症新生儿；
她的任务，是让每一个小生命
顺利闯过生死关，健健康康重
回父母怀抱。

从1991年毕业后到市妇幼
保健院，何晋荣先后在手术室，
小儿科，急诊科，产科工作，目
前承担着最繁重、高风险、高压
力、难度最大的NICU重症监护
及母婴同室的管理工作。每天
她7:30到科室，给几十位医护人
员进行技术演示并安排部署一
天工作，8点回到病房直到工作
结束……这是她工作日中最普

通的一天。
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你可

能想象不到那些躺在暖箱里的
小宝宝们柔弱到何种程度。“情
况最差的宝宝，连母乳都耐受
不了，奶嘴也含不住，需要我们
配置好营养液，用最细的注射
器一滴一滴地喂，吃进去1毫升
营养液，就要近半小时。”何晋
荣介绍。即便是休息日，只要病
人有需求，她就会马上赶到科
室，她觉得回到科室就像回到
了自己的家，而每个患儿都像
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哭的孩子
是饿了，这个可能是大小便了，
而这个小不点哭是因为身体不
舒服……”对于每个孩子的哭
声，何晋荣都了然在心。几下亲

拍的动作，几句呢喃的话语，这
些孩子便立刻安静了下来。

何晋荣说，在这里，不单是
一份工作，更是一份爱和责任。

何晋荣生在农村，亲眼所见农
村医疗条件不佳，邻居们常常把小
病拖成了大病，这更使她坚定的选
择护士这项职业。

因为还不会说话，甚至还不会
用哭喊来表达病痛，新生儿科里收
治的“小病号”基本上是医院里最难
照顾的对象。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一
次护理工作，何晋荣说：“曾经有一
名700克的早产儿，很多人都觉得希
望不大了，我还是觉得哪怕有一线
希望都要救治。”，每天悉心呵护他
的一点一滴，终于使他成长为一名
1900克的正常足月宝宝。“当我把孩
子送到家属面前，看到家属幸福的
笑容，也觉得长时间的努力和付出
没有白费。”何晋荣说。

本报9月22日讯(见习记者
樊舒瑜) 黄晓玲是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保健科的医生，二十
多年来，她怀着对卫生事业的
执着追求，将“急病人之所急，
想病人之所想，帮病人之所需”
当成自己的天职，在岗位上默
默付出。

“目前科室年服务人次达
10余万，平均到每天要有三百
位病人。”半个小时里，黄晓玲
几乎一直在接诊病人，早上7：
20到医院，安排好各项工作后8

点准时上门诊。黄晓玲说，除了
周一到周五正常上门诊，周末
几乎没有休过。“周末大家都休
息，来看病的人也会相应增多，
所以周末甚至比平日更忙。”

精力都投入到抢救病患
上，黄晓玲陪家人的时间自然
少了很多，“感觉最抱歉的就是
女儿了，但女儿非常体谅我。”
在黄晓玲心里，工作再忙也是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毕
竟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
了不耽误接诊病号，所以科里
的业务很多都是安排在中午办
理。”黄晓玲说，每天12:30至1:30

都要处理科室里的问题，所以
午休也几乎是顾不上的。

除了作为医生，黄晓玲还
作为市区两级政协委员，积极
参加各项调研活动。日常工作
生活中，她关注民生，留意大家
关心的话题，不断积累提案素
材，认真准备政协提案，近年来

提交政协提案10余件。“提过很
多议案，最主要的是关于社会

民生方面的问题，关注残障儿
童、孤独症患者等。”黄晓玲说。

“干我们这行不同于其他的医
务工作者 ,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挽
救病人的生命，但是却常常可以使
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看到希望。”
黄晓玲说，这个治疗过程经常是长
期的，很多患儿需要接受两三年甚
至很多年的治疗，所以她也常常告
诉患儿家长要保持耐心。

黄晓玲接诊过的病人数不胜
数，然而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黄
晓玲说，曾经有一个孩子患有侏儒
症，由于之前几年治疗条件不行一
直疏于治疗，直到他高三那年，由于
参加艺考有身高限制不得不接受治
疗，“当时他只有一米四多，而艺考
限制身高在一米六多，然而经过治
疗他的身高到了一米七，之后考上
了大学。”黄晓玲说，每当成功治疗
一名患儿，她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是
难以言喻的。

本报9月22日(见习记者
樊舒瑜) 今年52岁的于凤在市
妇幼保健院已工作了27年,从事
产科工作 ,近30年的职业生涯
里，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
在于凤心里，工作既是责任又
是义务。

16日上午，当记者来到于
凤所在的妇产科办公室时，她
刚刚从手术室回来，脸上难掩
疲惫，于凤说，虽然工作繁忙，
却也觉得义不容辞。高强度、快
节奏，对于凤来说是“家常便
饭”。

作为妇产科主任，于凤从
事妇产工作已有27年,在她看来,

护理工作环节多、操作多、交接
多、服务要求细 ,对医生自身的

要求极高。从业这么多年来 ,为
了能时刻与准妈妈们保持联系,

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准妈妈
们有突发情况,经常会在大半夜
给我打电话,我就必须马上赶到
医院。”于凤说。

作为产科医生，节假日值
班更忙碌。赶上春节、“十一”黄
金周等，病人会比平时更多。于
凤自工作以来，从没有完整休
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其实没什
么，这么多年来，产科没有一位
医生能够有节假日。毕竟，对每
个家庭来说，生孩子都是天大
的事情，牵动着全家上下的心，
医生辛苦一些不算啥，只要母
子平安，就是我们最欣慰、最幸
福的事情。”

由于多年操心劳累积劳成
疾，她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疾

病，但她依然日复一日的在工
作岗位上呕心沥血、忘我工作。

“我们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
会牵扯两条生命，所以压力很大。”
于凤说，曾经有一名62岁的高龄孕
妇，由于年事已高，同时伴有其他内
科疾病，非常容易出现各种意外，但
是本着救人为主的心态，于凤顶着
压力完善协调好个方面的工作，最
终使这名孕妇顺利生产。

“多做一台手术就能多救一个
人，虽然有时候风险很大，但是不试
一试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于凤说，
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办法，办法总
比困难多，所谓压力实际上是一种
思想状态，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如
何解决问题上，方法一定会有的。

本报见习记者 樊舒瑜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士长何晋荣：

回回到到科科室室,,就就像像回回到到了了自自己己家家 看到患者家庭幸福

再苦再累心也甜

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黄晓玲：

身身担担双双重重角角色色，，2211年年坚坚持持在在一一线线 工作非一蹴而就

需要足够的耐心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于凤：

3300年年从从医医，，未未休休过过一一个个完完整整假假 多做一台手术

就能多救一个人

何晋荣心语

黄晓玲心语

于凤心语

于凤（右一）在病房查房。

黄晓玲在与孩子及其家长进行互动。

何晋荣在查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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