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都在干吗呀？我今天在医院值班

呢。”

今天是除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

院区的呼吸科病房里，副主任医师梁丽放下

手机。这已经是她在医院度过的不知道第几

个农历新年了。

即将迎来癸卯兔年，记者走访本市多家

医疗机构发现，像梁丽这样的医护人员还有

很多。他们坚守岗位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

多家庭过一个“健康”年。

好消息 患者变少了
梁丽的老家在河北邯郸，由于爱人也是

医生，过年值班是一种常态，由双方父母轮流

从老家来上海帮着夫妻俩带孩子。

今天，梁丽注定在忙碌中度过。早上7时

45分到岗交班，8时开始对所有呼吸科主管的

院内床位进行查房，下午和晚上睡前再各查

一次房，密切关注患者情况。此外，梁丽还要

在值班时兼顾各个科室的呼吸科会诊，并随

时准备收治急诊或发热门诊的分流患者。

“也有高兴的事，我们管的患者逐渐减少

了。”梁丽告诉记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

江院区的呼吸科病房原本有16张床位，在最

多时通过向其他科室“借床”，扩展到了46

张。近一周来，患者陆续康复出院，从其他科

室“征用”的病床也逐渐还了回去。

于老先生今年85岁。刚入院时，他肺部

感染重、并发症多，氧合状态很差。在给予高

流量吸氧和俯卧位治疗后，于老先生的病情

逐渐好转，康复出院的曙光近在眼前。

“我们不能回家，这些留在医院的患者同

样不能回家过年。比起我们，他们更脆弱、更

需要帮助。”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院区呼

吸科执行主任贲素琴说道。

贲素琴老家在江苏东台，她也一直没能

回家过年。今年春节期间，贲素琴每天都要

带领团队查房。在查房时，她会对每位患者

多说上几句话，让他们知道医院在过年时同

样配足了医疗力量，全力保障在院患者安度

新年。

医生牵挂着自己的患者，医院同样牵挂着

自己的医护人员。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松江

院区食堂为大年夜值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准备

了丰盛的“年夜饭”，三荤两素一汤，有白洋葱

牛仔粒、糖醋肋排和彩椒凤尾虾。食堂张灯结

彩，还摆出了兔年玩偶、糖人、面人和冰糖葫

芦，让留守的医护人员感受到新年的气氛。

许下心愿 想看四季美景
小年夜，岳阳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祁丽丽回到办公室，咕噜噜喝完了一整杯

水。她刚刚抢救了一位吃小年夜饭时因饮酒

过量导致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这也是新春

佳节医院急诊常常救治的一类患者。

自从成为一名急诊医生以来，祁丽丽已

经记不清多少个节日与白大褂相伴了。当被

问及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是否想念家人，

祁丽丽笑呵呵地说道：“那肯定啊，不过自从

疫情发生以来，好多同事已经三年，甚至四年

都没回过老家了，让其他兄弟姐妹们先回去

吧，我明年回。更何况急诊还有许多患者等

着我们去救治呢。”

“我们的除夕夜和平时的日子没有区别，

都会全力救治每一位送到急诊的患者。”祁丽

丽告诉记者，“急诊收治患者是常态，患者数

量完全不会因为除夕这个特殊的日子而有所

减少。相反，因为正值冬季，心脑血管病高

发，同时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觥筹交错间不少

人在年夜饭上容易过量饮酒或者暴饮暴食，

容易造成消化系统相关疾病的发生。所以市

民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注意饮食节制。”

别看祁丽丽作为一名急诊医生，面对病患，

面对疾病时永远一股雷厉风行的样子，但当说

起新年愿望时，她笑着说，“2023年我也想出

去看看，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看看满眼的桃

花、满池的荷花、满山的枫叶和漫天的白雪！”

自觉留守 有爱大家庭
“我妈在准备年夜饭的时候突然说头痛，

人一下子都站不住了，麻烦医生帮忙看看！”

“老人家之前发生过腔梗，最近温度变化大，

出现头晕头痛症状确实要注意，你们来得很

及时……”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诊神经

内科诊室里，王海潮医生一边给患者做检查，

一边安慰着家属的情绪。开了药，家属搀扶

着老太太离开诊室，总算放下了心。

除夕是阖家团聚的日子，王海潮在医院

值班，年夜饭自然也是在医院里吃了。“每逢

佳节倍思亲，但选择穿上这身白大褂的时候，

我就知道逢年过节的相聚只能让步。好几年

没回家了，好在家里人也很理解和支持，而病

人也很需要我们。”虽然没法和远在湖北恩施

的父母一起吃年夜饭，但是王海潮表示，家里

早早寄来了腊蹄、腊肉，初三休息的时候准备

放上土豆一起蒸，也算是和妈妈远程联手，还

原家乡味道。

神经内科副主任周晓宇介绍，由于气温多

变化、情绪易波动等原因，每年的春节假期其

实都是脑血管疾病高发的时期。因为学科专

业的特性，面对24小时不停摆的急诊、病房，初

四后恢复运行的门诊，科室里九成医务人员都

自觉选择了留沪，大家笑称互相分担些，排班

任务也就不重了，小家的团圆可以错峰再安

排，科室也一样是个有爱的大家庭。科室里也

提前囤好了不少自热食品和零食饮料，让大家

在忙碌之后能够甜甜嘴、歇歇脚。

春节里的坚守，有辛苦，却也暖！祝坚守

岗位的白衣天使节日快乐！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改良福

多样福

记者探访本市多家医疗机构，春节值守医护人员表示——

虽然辛苦，心里却也暖暖的

本报讯（记者 左妍）过
新年，穿新衣，是春节的传统

习俗之一。然而，每年在医

院的病房里，有很多孩子因

为疾病的缘故不得不在医院

里过春节。自2014年起，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每逢春

节都会开展“新年穿新衣”活

动，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

今年过年期间仍留院治疗的

患儿们，于近日收到了温暖

的新年祝愿。

2022年11月，复旦儿

科社工部开始启动兔年“新

年穿新衣”筹款工作，在上

海市儿童基金会的协助下，

项目获得民政部备案审批，

社工部联系到联劝网——

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

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发

布网络筹款信息，正式开始

对外公募。

截至2023年1月12日，

已有325人在联劝网助力

2022年“新年穿新衣”公募

项目，已募得网络筹款

85896元。

在上海市儿童基金会

的共同筹备下，复旦儿科

“新年穿新衣”活动定制的600份患

儿新年礼包和100份重症患儿家长

关爱礼包在过年前一周全部送到了

各个病房。

营养科专家送出健康“五福”
春节来临，如何吃得健康？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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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贲素琴（右一）和梁丽（右二）在查房

层믹닣新 春

都市“守护人”

限酒福

今天是除夕，兔年新春转眼到了。每逢佳

节，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不

过，春节饮食的特点往往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

量、高盐分，正餐蔬菜类、淀粉类摄入偏少，餐间

多食坚果、糕点等零食，结构紊乱，对健康不利。

如何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又不损害健康

值得关注。上海岳阳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马莉

为申城市民集齐平衡饮食、健康过年的“五福”。

荤素搭配，来张
马莉说，春节宴席上荤素的比例最好是1/3

素菜，1/3荤菜，1/3半荤半素菜，食物种类要丰富

多样，多选些深色蔬菜、菌藻类、豆类、薯类、杂粮，

荤菜优选鱼虾类、去皮禽类等。烹调方式以蒸、

煮、炖、汆、凉拌等为主，尽量避免油炸、油煎。

具体安排上，冷菜不妨以素为主，可以选些

含淀粉类食物如山药、南瓜、百合等；主菜以荤

菜及半荤半素为主；汤羹可以选择清淡一些的，

如菌菇汤；而主食点心可以选一些粗粮制作的

如窝头、杂粮面，或者一个由玉米、紫薯、芋头、

荸荠等组成的杂粮筐。

偷梁换柱，来张
传统的年夜饭桌上往往会有一些不健康的

传统菜，要花些心思用“改良福”对待这些传统菜。

“首先尽量减少腌制品在春节期间的出现

频率，如果一定要吃的话浅尝即可，或者可以将

腌制品作为配菜与新鲜蔬菜等搭配。”马莉说，

“传统做法狮子头中肥肉比例过高，实在不利于

健康，其实可以减少肥肉的比例，加入一些脂肪

低的鸡脯肉、蔬菜丁如荸荠、香菇、萝卜等。”

又比如，传统八宝饭高脂高糖，其实可以将

糯米和一些杂粮如紫米、小米、黄米等一起煮成

饭，将蒸好的紫薯压碎代替豆沙做馅，制作时仅

在碗底刷层薄薄的油防粘，装饰物只选坚果和

天然果干，这样的八宝饭就健康多了。

选健康饮品，来张
马莉提醒，春节期间饮酒一定要有节制，这

种节制不能以醉酒为界，而是要以不损害健康

为限。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适量饮酒的限量值

是：成年男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

相当于啤酒750毫升，或葡萄酒250毫升，或高

度白酒50克；成年女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不超

过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或葡萄酒150毫

升，或38度的白酒50克。另外，饮酒也要讲究

方法，如尽可能选择低度酒、不空腹饮酒、饮酒

时不同时喝碳酸饮料等。

“饮料也是过年餐桌上少不了的。最推荐

的是无糖、无热量的健康饮品，如柠檬水、大麦

茶、荞麦茶、花茶、普洱茶等茶类；其次是鲜榨果

汁、酸奶、豆浆、五谷杂粮汁等含有一定糖分及

热量的饮料，这一类要适量；第三种是营养价值

低或不益于健康的饮料，如各种碳酸饮料、奶茶

等，这一类最好少选或不选。”马莉指出。

明白吃零食，来张
马莉表示，春节在零食选择上也不能盲目，

对于薯片、膨化食品、派、火腿肠这类营养价值

低、热量高或含有大量添加剂的零食最好远离，

可以选择海苔、新鲜水果、原味坚果、天然果干

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作为零食。

不过，千万别认为零食作为一日三餐以外

的食物可以随便吃——零食提供的能量和营养

也是全天膳食的一部分。“这一点尤其要提醒患

有糖尿病的朋友，比如坚果脂肪含量及热量都

很高，天然果干糖分高，所以这些零食虽然营养

价值高，也不是可以放开肚皮吃的。”她说。

不暴饮暴食，来张
马莉最后提醒，春节期间很多人是从早到

晚吃个不停，从丰盛的大餐、亲朋好友家美味的

小零食一直到晚上电视机前的果盘，不给肠胃

休息的时间，导致消化负担过重，这也是节日期

间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因此，为了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新年，节日期

间美食可以吃，但要有节制不过量，应做到大餐

不过饱，零食要有度。 本报记者 郜阳

克制福

有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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