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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岁宝宝肺部感染、
5岁幼儿10楼坠落……
春节期间
儿童意外事故高发

作为宁波市危重症患儿诊治的
“先锋队”和“排头兵”，宁波市妇儿医
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刚刚度
过了新冠感染重症儿童救治的一波高
峰，又迎来了春节期间儿童意外事故
的高发，工作量又成倍增加。

大年初一，3岁的橙橙一边吃着
糖糕，一边和表哥表弟打闹玩耍，不
慎将糖糕呛到气管里。由于年纪小，
还不会表达，橙橙除了咳嗽就是哭
吵，爸爸妈妈认为孩子感冒了，没有
引起过多的注意。就这样过了3天，
橙橙咳嗽愈发严重，爸爸妈妈才带孩
子到医院检查。胸部CT提示右主支
气管有异物，但因异物存在的时间长
了，孩子的右肺存在严重感染，术后
普通的吸氧治疗也无法维持她的正
常血氧饱和度，且进行性呼吸困难，
转入 PICU 后立即给予气管插管抢
救、抗感染、抗炎、镇痛、镇静等治疗
措施。

大年初二中午，5岁的牛牛在家
中玩耍时不慎从10楼家中的飘窗坠
落，全身多发的大量出血导致孩子失
血性休克，胸椎、肱骨、腰椎、肋骨等全
身多发性骨折，还有严重的肺挫伤导
致血气胸、肺出血……孩子送到医院
时已经昏迷，入院后立即进行气管插
管辅助通气，输液、输血等抗休克治
疗，配合外科争分夺秒完善急症手术
检查。

令所有医护人员欣慰的是，经过
他们的抢救，以上两位患儿病情均
得到控制，其中橙橙已脱离了呼吸
机治疗。

从事儿童监护抢救工作26年的
陈赫赫主任说，PICU拯救的不只是一
个病人，更是一个家庭。这样的紧急
情况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他们得随
时做好应对的准备，即便是万家团圆
的春节，他们也没有休息，甚至比往常
更加忙碌，而这些对他们来说早已习
以为常。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蝶翼 文/摄

用彩纸制作的花束，色彩艳丽、形态逼真；用报纸制作的帆船，小屋，构思精巧、工艺精
细……在宁波市康宁医院门诊大厅一角，有一个常年开设的手工作品展，玻璃橱窗内展示的
几十件作品都由医院康复患者制作。艺术能疗愈心灵，每一片花瓣背后都有一个亟待修复
的心灵。医院方面表示，布置这个展览主要是希望社会各界关注精神障碍患者群体，消除偏
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医护人员正在抢救患儿。

这个名为“编织希望”的作品
展就设在宁波市康宁医院的门诊
大厅里，在这个见证了众多患者
喜怒哀乐的地方，患者和家属总
是行色匆匆，偶有人会驻足观
望。但只要你仔细观看了这个展
览，就会感受到希望。

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曾患某一
种精神障碍，如抑郁症、强迫症、
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这
些作品是患者们在医院康复科进
行康复治疗时跟着医护人员制作
的。不少展出作品的旁边配有一
个二维码，扫码即可了解作品背
后的故事，记者试着扫了几个，发
现背后的故事很暖。

有一盆小雏菊，是很多患者
一起制作的，大家把制作时的心
得也写了下来。患者乐女士说：

“做这些手工的时候，我耳边的
声音都没有了，我希望我做的这
些东西能被家人看到，能得到他
们的认可，我真的很想家。”患者
王女士说：“我在这里学到了很
多做花的技能，现在我的心能平
静下来了，我也不焦虑了。”患者
葛女士说：“在这里学手工时间
总是过得特别快，我很喜欢。”一
盆盆雏菊制作完成的时候，医护
人员感慨，大家把春天搬进了康
复治疗室。

医院的康复科门口还有一棵

硕大的“樱花树”，这是医护人员
带领几十位患者历时6个月的时
间制作而成的。这棵“樱花树”的
树干，来自于医院院子里枯死的
一颗桂花树，由于看到枯树即将
被砍掉十分可惜，医护人员带着
患者把枯死的桂花树搬进了康复
科。然后大家一起开始了枯树的
复活计划：把粉红的彩纸，做成樱
花的花瓣，再制作成一朵朵逼真
的樱花，最后把它们固定到枯死
的树枝上。就这样，一棵有着上
千朵灿烂樱花的大树“重生”了。
看着通过自己的双手，复活一棵
枯萎的树，患者们都感受到了生
命的力量和希望。

“从两年前开始，医院就定期
带领住院患者参加手工艺术治疗
课程，带着大家从最简单的纸花制
作到编织等。”宁波市康宁医院康
复科的诸建军告诉记者，手工艺术
治疗的目的是希望患者通过手工
活动缓解精神症状，调动自身的主
观能动性、防止精神衰退，更好地
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另外一方
面，也可以让患者不再一直关注疾
病或症状本身，通过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达到疗愈心灵的目的。

带患者进行手工艺品的制
作，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宁波
市康宁医院康复科副主任护师郑
红云就是这些患者的指导老师。

“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做这些
手工，在我女儿上学的时候经常
陪她一起做手工，我们都喜欢做
手工。后来我们还专门学习过插
花以及一些衍纸作品的制作。”郑
红云说，很多患者在刚接触这些
手工制作的时候并不喜欢，有的
不愿意做，磨蹭着不愿动手，但时
间长了，很多患者都爱上了手工，
在其中寻找到了乐趣。

有一位女患者在医院反复住
院，已经有十几年了。跟着康复
老师她自己独立做了一盆梅花，
在家人探望的时候送给父亲当生
日礼物。后来她的家属反馈说，
老父亲非常喜欢这份礼物，经常

拿出来看，逢人就说自己的女儿
在医院里越来越好了。有了老父
亲的鼓励，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好，
做手工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随着患者们制作的作品越来
越好，不少医护人员也觉得惊艳，
遇上心仪的作品，还有医护人员或
者患者想带回家。这时医院会向
他们收取一定的材料费，然后把这
些费用捐给医院的慈善基金——

“同义基金”，用于对贫困患者的救
助。“现在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已经
筹集到了1000多元善款。”诸建军
说，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作品能被
别人看中，这对患者本身来说是
莫大的鼓励。 记者 孙美星

他们把春天
搬到了康复治疗室
这个开在医院的手工作品展很暖

每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通过手工制作疗愈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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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患者的作品康复患者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