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护人员压力下变得更坚韧

　　担心医院内1100名病患的情
绪会因为少了亲友的探望而受
影响，陈笃生医院护士的工作
重点之一是确保病患能与家人
保持联系。
　　陈笃生医院首席护理总监
许淑燕博士说：“我们每天会
和病患的家人保持联系，以通
报病患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
借此呼吁他们为病患打气，护
士会把家人发来的照片和祝语
制成精美贺卡，然后亲手转送
给 病 患 ， 每 次 转 交 这 些 贺 卡
时，病房内总会上演一幕幕感

人的画面，有时护士和病患会
因感动而流泪。”
　　她认为，遇到困难时亲情
是 推 动 护 士 和 病 患 的 最 大 动
力，简单地传达病患家人的祝
语，为护理工作带入浓厚的人
情味，令她留下深刻印象。
　　护士们也会协助进行心灵
治疗，让病患抒发情绪，也让
护士能尽早介入帮助他们。
　　针对近日发生的医护人员
遭歧视事件，许淑燕认为护士
理解公众的担忧，但即便面对
这些流言蜚语，护士始终把重

点放在照顾病患。
　　其实护士们在这段期间也得
到许多公众和病患的鼓励，并从
这些正面信息中获得动力。

接触过确诊病患�
一些护士须隔离
　　她说：“我和病患接触时
经常会问他们的感受，令我感
到欣慰的是，他们都表示对医
院和护士有绝对的信任，有了
病 患 的 信 任 ， 我 们 也 备 受 鼓
舞，能正面应对疫情。”
　　陈笃生医院一些护士因接

触过确诊病患而被隔离，许淑
燕每天都会和隔离的护士视讯
沟通，了解他们的情况。“我
们不断鼓励她们，她们也都很
乐观，还会自制视频来感谢其
他同事。我们也通过举办线上
尊巴课程让他们能充实地度过
隔离期，增强团队精神。”
　　这次的经验也让她深刻体
会 到 聆 听 和 交 流 的 重 要 性 。
“身为一名医护人员，一定要
和 病 患 和 同 事 解 释 发 生 什 么
事，因为通过沟通才能让大家
产生理解，建立共同的责任感
和归属感。无论是在陈笃生医
院，还是整个社会，这是相互
扶持的关键。”

支撑病患与护理人员　亲情是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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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封锁生活中释放正能量

　　原本即将出院，却因为医院暴
发疫情而必须继续留医，女病患顿
时陷入彷徨，但她依然信任医院
和护士，正面应对，利用护士安排
的拼图和填色活动消磨时间。
　　不愿具名的黄小姐（40岁，
教育工作者）今年3月中旬到陈笃
生医院动手术，4月初转入普通病
房休养，原定在月底出院的她却
在出院前两天收到通知，指医院
收紧防疫措施，即使她不在封锁

的病房留医，也暂时无法出院，
直到情况稳定后再另做安排，这
一住就是多住了近20天。
　　她描述：“我一开始也还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后来看
到报章报道，才得知医院出现了
感染群。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时，也感到非常彷徨和无助，第
一反应就是要马上联系家人和朋
友。当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病
房内的气氛也很凝重。”

　　但黄小姐很快地就坦然面对
状况，她说，自己当时已在医院
住超过一个月，对医院的环境
很熟悉，对医院和护士也很有
信心。虽然医院出现感染群，但
她看到医院已加强防疫措施，因
此相信在医院内能获得最好的保
护。　　　医院进入封锁的状态
后便对所有病房进行全面消毒，
护士和病患交流时也会全身穿戴
个人保护器具。黄小姐所居住的

五人病房中有另外三名病患，每
个病床之间都相隔至少两米，病
患之间也尽量避免交流和接触。
　　黄小姐说：“我每天会花两
三个小时使用手机和一两个小时
和亲友通话。大概三四个小时则
会用在完成医院提供的活动。”
　　担心病患因无法接见访客而
感到寂寞，陈笃生医院的护士准
备了一个日程表，让病患能表达
心情和选择当天要做的活动，例

如拼图，彩色或阅读报章。
　　黄小姐通常选择进行填字游
戏，并在三四天内就填完一本。
她说：“我觉得护士的举措很贴
心，让我在住院期间能保持头脑
的灵活，不会整天对着手机或发
呆，帮助我们分散注意力，让每
一天都过得更充实。”
　　由于黄小姐的父母曾到医院
探望她，因此必须在家中隔离。
他们每天都会通过电话保持联

系，因此黄小姐不会太担心。如
今黄小姐盼望情况能及早缓解，
自己能早日出院，尽快回到和父
母同桌用餐的日子。
　　“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大家
压力都很大，但病患和护士还是
会互相帮忙，病房内充满了正能
量。我们并没有因为被病菌折腾，
而什么事情都不去做。我有信心
只要大家遵守相关的条例和安全
措施，我们终究会战胜病毒。”

陈笃生●高度戒备状态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公众留言捐赠鼓励　
医院并非孤军作战
　　公众的捐赠和留言能带给前
线医护人员动力，医院人力资源
部在医院封锁期间群策群力，以
安全的方式将公众的心意传递至
每个病房。
　　陈笃生医院人力资源（保
健）助理主任邓光山介绍，医院
自去年开始就不断收到公众和企
业的热心捐献以及鼓励留言，自
从医院出现了感染群后，祝福和
慰问品更是络绎不绝，医院还开
了一个专属的电邮来协调和管理
这些祝语和捐赠，把公众的鼓励
传递给前线医护人员。
　　他说：“自从医院进入戒备状
态，我们已收到上百名公众和企
业的捐赠，包括食品，饮料和零食
等，大多数都希望医护人员在抗疫
同时没有忘记填饱肚子。这些心意
能提高医护人员的动力和士气，告
诉他们医护人员不是孤军作战。”
　　该部门为此创建了一个日程

表，让每个病房能轮流收赠品。
他们也会安排有意捐赠食品的企
业轮流过来，避免集中在同一个
时段。收到慰问品后，院方也会
安排不同的部门接收。
　　医院也收到了许多公众的鼓
励和慰问，护士会收集和处理给
予病患的祝语，人力资源部则负
责处理发给医护人员的祝语。邓
光山说：“我们会把所有留言整
理起来并集中转发给同事，确保
每一名同事都能看到为他们加油
打气的话，帮他们挺过困难时
期。”
　　最让邓光山感动的是医院在
出现感染群后，一些曾在去年捐
赠过的人也联系他们，表示愿意再
出钱出力。“很多捐赠不是一次性
的，证明公众长期关注和支持我
们。这让许多同事受到鼓舞，不遗
余力帮助我们，例如需要人手搬运
捐赠物时总是义不容辞。”

　　医院封锁部分病房，医护人
员面对巨大压力，医院福利理事
会所建立的系统维护职员的身心
健康，医院的调查也发现抗疫经
验让医护人员变得更坚韧。
　　陈笃生医院精神科处长兼
福利理事会主席哈比布副教授
（Habeebul Rahman）说，自医
院出现感染群并进入封锁状态
后，人们面对更多压力是在所难
免的，大家都希望一切能尽快回
归正常。
　　在这段期间，医院的员工求
助热线也接到更多的求助来电。
哈比布说：“医院出现许多巨大
的变化，而变化经常会给人带来
无助和彷徨。有的同事会因为职

务的调动而出现压力，有的则是
担心家人的安全。我们非常重视
每一通来电，去了解他们面对的
问题和帮助他们。“”
　　其中，由社工、心理学家、
组织发展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医
院福利委员会就建立一套完善系
统协助确保医院职员的身心健
康。这就包括确保职员的基本需
求例如用餐和住宿等方面获得妥
善照顾。委员会也开办网络课
程，例如在午餐时间进行正念课
程，指导他们面对焦虑和释放压
力。
　　哈比布说：“每个部门也都
推举一名福利委员，他们发挥创
意，针对部门的不同需求自发性

陈笃生医院近日封锁部分病房后收到许多个人和团体的热心捐赠，大多数的慰问品为食物和零食，医院的人力资源部则进行协调，确保前线医护人员
能在安全的情况下获得这些慰问品。（陈笃生医院提供）

地组织活动来鼓励同事，例如制
作感谢卡等。我们意识到在这段
期间不能只是被动地帮助同事，
也须要主动去寻找能鼓励他们的
方法。”
　　医院去年抗疫期间也进行了
为期八个月的调查，发现医护人

员面对了更多压力，但也变得更
加坚韧。虽然每天面对更多的未
知，但他们因此变得比较灵活，
懂得如何调整心情，积极地应对
变化。医院也在这次感染群暴发
后重启这项调查，进一步了解医
护人员的应对能力。

病房内的病患无法出院，也无法接待访客，陈笃生医院护士自发地安排
一系列如填色和拼图的活动，让病患能消磨时间，保持头脑灵活。
� （陈笃生医院提供）

　　陈笃生医院46岁女护士在4月27日确诊后，医院感染群已扩大至46人，院方随后陆续封锁

四个受影响病房，并宣布禁止访客和停止接收新病患。在没有访客的日子里，许多病患难免感到

孤独，护士们因此自发组织一系列活动，让病患能充实地休养，并继续与亲友保持联系。

　　在病房之外，医院各部门也积极支援抗疫工作，协助前线医护人员应对压力，也努力将公众

的祝福和捐献传递到病房内医疗人员和病患的手上。

　　由于没再出现新的病例，医院从今天起逐步安全地重新开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