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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ICU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但
这里同样给了病人生存下去的希望。2021
年5月，我接受了职业生涯的新挑战，来到
ICU成为一名责任护士。

走进病房的那一刻，和死神的拉锯战
便正式打响。在 ICU 接受治疗的患者，大
多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由于治疗环境的
特殊性，ICU内不允许家人陪护。和普通病
房的护士相比，我们不但要进行常规的输
液、换药、伤口护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等
工作，还需要承担起“家属与陪护”的角色，
为患者喂饭、翻身、擦洗身体、处理排泄物
等日常护理工作。此外，需要随时保持警
惕，一旦监测病人的仪器出现异常，便要进
入“战斗”状态。

一名护士即使每天只分配照顾两三名

病人，一天下来，在床位与床位之间来回
走动的步数也常常超过两万步。此时，拥
有一双舒适、透气、方便穿脱的洞洞鞋成为
ICU护士的首选，它是帮助我们与死神赛
跑的有利工具。如今，洞洞鞋已是我密不
可缺的“战友”，它陪伴着我走过 700多个
日夜，也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到来。

如果说两年前，我选择来到 ICU是为
了职业的成长和进步，如今我选择这里，
更是为了使命和责任。每当见证奇迹的
发生，辛苦和疲惫便会抛诸脑后，随之而
来的是莫名的喜悦。倘若再给我一次选
择的机会，我仍然会选择这里。只要危重
患者能够顺利从 ICU 转出，我们所做的
一切便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整理

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黄燕惠：

如履薄冰练就生死时速

一间四方手术室，一张三尺手术台，一
袭绿色洗手衣，一顶蓝色手术帽，一只蓝色
防护口罩遮脸庞。这是我们手术室护士的
着装标配。

手术过程中，护士不仅要眼观六路、耳
听八方，更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全
力配合好手术的各项工作。根据不同的岗
位分工，器械护士要协助手术医师，准确无
误地给他们传递手术所需要的器械。巡回
护士则需要负责准备手术所需的各种仪器
设备、物品耗材，并提供相关保障工作。

一台手术快则几十分钟，慢则数小时
甚至一整天。长年累月的站立让手术室护
士患上同一种病：下肢静脉曲张。为了改善
这一状态，如今，我们穿的是经过改良的手
术室专用版洞洞鞋，不仅方便消毒、穿脱、

防滑，还能缓解久站带来的疼痛，提升双脚
舒适度。遇到跨手术区域时，还需要套上鞋
套，确保手术室无尘。

遇到患者突发状况急需手术，手术室护
士往往上一台手术结束刚把鞋脱掉休息，下
一刻她们便立刻穿上“战鞋”投入下一场“战
斗”。每天穿梭于手术室，日复一日的高强度
工作……通常不到三个月，脚下崭新的洞洞
鞋，便会从“厚底”被磨成“薄底”。

2012 年至今，一双双从“厚底”磨成
“薄底”的洞洞鞋，见证了我11年的手术室
护理生涯。我深深感受到，护士是个既平凡
而又不凡的职业，就如同脚下这双洞洞鞋，
看似平凡却能扛住手术室各种消毒考验，
保护着我们的双脚避免受伤感染。

☉本报记者 王琳雅 整理

漳州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主管护士方丽群：

坚守平凡亦是不凡

遗失声明
▲陈伟勋、蔡绿芳夫妇不

慎遗失第一孩儿（陈诗娴）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Q350606844，
声明作废。

▲平和县叶少光、陈志桦
夫妇不慎遗失第二孩儿（叶哲
霖）出 生 医 学 证 明 ，证 号 ：
T350035681，声明作废。

▲漳州天佑物流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闽 E38168 货车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
号 ： 闽 交 运 管 漳 字
350603202942号，声明作废。

▲肖文峰、朱惠燕夫妇不
慎遗失第一孩儿（肖竣淇）出生
医学证明，证号：R350736346，
声明作废。

▲父亲张嘉伟、母亲江美
婷不慎遗失第一孩儿张泽鑫的
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
Q350009309，现声明作废。

▲龙海区浯屿村林国民
不慎遗失渔业船员职务证书
（二 级 船 长），证 书 号 ：
350621196608129339，现 声
明作废。

▲李美月（身份证号码：
350626198311172022）不 慎
遗失在海魁集团蒲烧厂工作
期间的《福建省失业保险个
人缴费凭证》壹本，声明作
废。

▲芗城区陈秀丽不慎于
2023 年 5 月 8 日遗失第二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600194812094024 号（有
效期限：2006 年 1 月 17 日至
长期），声明作废。

▲芗城区陈子淳不慎于
2023年3月11日遗失第二代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50602200506122016 号（有
效期限：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024 年 3 月 18 日），声明作
废。

▲ 平 和 县 张 荣 耀 不 慎 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遗失第二代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
350628198402154017 号（有效期
限：2017年3月2日至2037年3月
2日），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蓝田街道李
晶萍酒商店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07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603MA332RJK4B，现 声 明
该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芗城区陈庄隆不慎于2023
年 5月 8日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证号：350602200201191512号
（有效期限：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29年9月30日），声明作废。

▲漳州市龙文区范樟关食杂
店不慎遗失漳州市龙文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15 日核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350603600009990，现声明该营业
执照副本作废。

原址在诗浦村 612 号房屋，现拆
迁安置于芗城区新城花园 22 幢 106
号。今黄福志申请上述安置房权属登
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
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
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人将按
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福志
2023年5月11日

陈 振 宗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195101253515）不慎将与漳州
高新区建设管理局、漳州高新区征迁
服务中心、龙海市九湖镇人民政府
签 订 的《漳 州 市 南 江 滨 路（九 湖
段）、漳州市博物馆、艺术馆、规划
展示馆及周边道路项目房屋征收产
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书（房屋）》原
件遗失，协议书编号：南江滨 321，
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人：陈振宗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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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 许文彬 通讯员 张海忠）继去年“白凤凰”火
出圈后，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次
是因为豹猫。近日，一段豹猫现身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的视
频在网络走红，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

豹猫是猫科、豹猫属动物。体型和家猫相仿，但更加纤细，腿更长，
一般以啮齿类、鸟类、鱼类及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豹猫警觉性极高，
喜欢生活在不被打扰的原始森林中，常躲在林间空地或低矮灌木丛中
等安静的地方觅食，很难发现其踪影。”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
管理局科研监测科副科长吴卫江介绍，豹猫是夜行性动物，晨昏活动较
多，独栖或成对活动。5月 10日拍到的那只，也是在清晨拍到的。

“能在保护区内发现豹猫的踪迹，得益于近年来福建虎伯寮国家级
自然生态保护区管理局加强保护力度，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艺林介绍，2019 年以
來，保护区共投入近 50万元购买红外相机，在四个管护片区开展野生
动物红外监测，获取到小灵猫、豹猫、白鹇、蛇雕、豪猪、黄麂、果子狸等
大量野生动物活动的珍贵视频影像和图片资料。

野生动物的安居，离不开良好的生态，更需要周密的巡护。在吴卫
江的印象中，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时常发现违法乱捕滥伐的现象。
2001年6月，虎伯寮自然生态保护区成为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为了
加强巡护监管，保护区建成了“管理局—管理站—管护点（哨卡）”的管
理体系，设有 4个管理站、4个检查哨卡，建有巡护道路 67.5千米、卡口
监控5处，还采用无人机用于山林巡护。

“去年 10月份，保护区启动了智能化管理项目，其中一部分就是将
保护区内红外相机进行升级，目前部分点位的相机已经实现无线远程传
输。”王艺林告诉记者，近一个月频繁拍到豹猫一方面得益于设备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保护区生态越来越好，豹猫种群数量明显增多。接下
来，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将联合高校、第三方科研机构开展小灵
猫、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单向调查，进一步了解它们的生长状态，更有针对
性地开展保护，让生态越来越好的虎伯寮能迎接更多野生动物的居住。

此次豹猫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许多网友都想一探豹猫的身影，为
此，王艺林表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并非景区，希望广大市
民及网友不要来保护区探访，让野生动物在这片“净土”中自然生长。

（本组图片由 福建虎伯寮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管理局 提供）

“视”发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

福建虎伯寮“豹”火了

2013 年，我开始参加工作，陪伴我在
医护工作岗位的护士鞋迄今更换30余双。
每双被于心不忍“淘汰”的小白鞋，都承载
着我日行万步的工作信念。

每天早上到岗，第一时间换装，然后科
室大交班、床头交班，再来加药、护理，接收
新病号并对其健康宣教，此外还有临时医
嘱和发放口服用药等流程，一天下来各项
流程循环往复，来回跑动次数不计其数。可
以说，除了信息录入电脑的那几分钟时间，
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奔跑中进行。

护士的工作时间较长，有时需要连着
工作近 5 小时。跑动极易出汗，特别是夏
季，那鞋垫湿哒哒黏糊糊，有时还会散发酸
臭味。一旦穿上不舒适的鞋子，脚往往会被
挤压到变形，需要拨空让脚透透气，活动活
动，才能感觉到这脚是自己的。此刻，柔软、
休闲还能带来透气感的舒适小白鞋成为我
们最好的“风火轮”。

在心血管内科，抢救病患的生死时速
每天都在上演。我们脚上的护士鞋，虽然
是白色的，也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白”过。
时常一轮接着一轮的急救过后，我们才
在他人的提醒下，发现脚上的小白鞋沾
满了病人的呕吐物或者喷溅的血液。因
为工作节奏紧等原因，我们只能等到一
天工作结束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清
洗鞋子。

其实哪有什么“风火轮”，废的是自己
的鞋，磨的是自己的脚。由于每天频繁用双
脚来回丈量着病房的距离，脚上的皮肤变
得很薄，甚至磨出血，需要贴些创口贴来减
少摩擦。但鞋面上的每一粒尘土、每一颗汗
水、每一点污渍和每一滴血液，都承载着我
们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信念和尽心尽职的
责任。未来，我将与它继续并肩作战，倾听
生命的召唤，见证我的成长。

☉本报记者 李润 整理

第909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师吕宝琴：

小白鞋是我的“风火轮”

“顺风耳”“千里眼”“飞毛腿”……身怀这些绝技的不是“武林高手”，而是从
事护理工作的护士。每天从事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你知道护士一天走多少
步吗？你知道护士的鞋子能穿多久吗？你知道每双护士鞋都经历过什么吗？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漳州市各大医院，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
作，看他们如何用心呵护生命，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心声——

核 心核 心

提 示提 示

每天伴着飞驰的急救车、鸣响的警报，
带着各种急救仪器奔跑在生命第一线，作
为漳州市急救中心急诊科的一名护士，“奔
跑”是我的工作常态，快一秒到达现场就能
为患者多争取一秒生还的可能。

在急救岗位工作三年，我深知身上的
责任与使命。每天一到急救中心，换上工作
服，穿上护士鞋，便开始一天的“奔跑”。与同
事消毒救护车内外，检查车载仪器设备运行
是否正常，更换氧气湿化瓶，补齐药箱里的
药品等，做好随时出任务的准备。

与其他岗位的护士不同，我的护士鞋
底多加了块气垫。因为柔软的护士鞋，能让
我在急救过程中更好地跑起来。

对我们而言，急诊是没有节假日的，只
要有突发疾病或事故发生，接到指令立即
出发。急诊科白天每台车出车十余次，医护

人员基本十几个小时连轴转，只有到后半
夜，出车的需求量减少时，才能稍作休息。
由于经常需要奔跑、上下楼梯，所以鞋子磨
损也会快一些。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我已经
换了好几双鞋。

有一次接到市区某小区有患者心脏骤
停的任务，我和同事第一时间“飞奔”到现
场。过床、心肺复苏、给氧、监护、建通路……
经过一系列急救，患者送到医院进一步救
治后转危为安。得知患者脱离生命危险的
瞬间，我知道工作再辛苦都值得。

除了心脏骤停的急救外，急诊科也经
常接到车祸、坠楼等急救任务，每一次的任
务都需要争分夺秒。我只是急救护士的一
员，我们一起坚守在急救第一线，守护着全
市人民健康的生命线，这是一份荣耀。

☉本报记者 李立平 整理

漳州市急救中心急诊科护士蔡同梅：

奔跑在生命第一线

▲白天，红外相机所拍摄的豹猫。

▲夜间，红外相机所拍摄的豹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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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三见豹猫影一月三见豹猫影一月三见豹猫影
功在多年护生态功在多年护生态功在多年护生态

花絮

打造生物栖息打造生物栖息打造生物栖息“““天堂天堂天堂”””
虎伯寮已获600余种野生动物“认可”

虎伯寮国家级保护区风貌全景虎伯寮国家级保护区风貌全景

虎伯寮国家级保护区流域虎伯寮国家级保护区流域

链接

5 月 10 日早上，吴卫江走进办
公室，像往常一样，他第一时间开启
电脑，查看红外相机视频管理后台
的录像。作为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监
测科副科长，这既是他日常重要工
作之一，也是他快乐工作的源泉。

翻着翻着，“咦，又是豹猫。”吴
卫江兴奋地发出一声感叹，他连忙
拖动鼠标翻看视频记录。只见视频
画面中，一只酷似小花豹的猫咪闯
入镜头，时而抬头左顾右盼，小心翼
翼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时而迈着轻
盈的步伐，在山林间闲庭信步，样子
极其呆萌可爱，惹人喜欢。

“这已经是近一个月以来第三
次拍摄到豹猫的身影。”吴卫江回
想起第一次用红外相机拍摄到豹

猫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
红外相机并不具备无线远程传输
录像的功能，需要定期深入保护
区去取出储存卡，再回到单位电
脑上查看录像。

当初，第一次看到豹猫的画面，
吴卫江十分兴奋，但又不敢确定，他
立即向单位领导请示，将视频传输
给科研共建单位的专家进行核实。
经专家确定，视频画面中的确是豹
猫，“得到肯定的消息，同事们都欢
呼起来。”吴卫江告诉记者，2004年
他考入保护区管理局，十几年来都
没有亲眼见过豹猫的身影，正是由
于 2019 年保护区引进红外相机设
备，他才有幸见到了豹猫——这个
存于他孩童时期印象中的动物。

“这些年，豹猫每
次出现的影像记录，
我都一一收藏，接下
来，在跟踪记录的基
础上，我也会向相关
专家请教，尝试进行
保护区内豹猫的相
关研究。”吴卫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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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虎伯寮国
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持续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打造
野生动物栖息“天堂”，截至
目前，保护区已发现 625种野
生动物，其中属珍稀动物的
有264种。

2001年6月，虎伯寮经国
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生态
保护区。它位于南靖县境内，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荟萃，
在科研、教学及生态旅游等
方面具备巨大潜力。保护区
由虎伯寮、紫荆山、鹅仙洞和
乐土等四个独立而分散的
管护片组成，总面积 3001 公
顷，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保护区。同时它是我国南亚
热带东部沿海低纬度、低海
拔唯一保存较完整、大面积
的南亚热带雨林森林生态
系统，不仅具备同纬度具有
雨林特征的、残存的、较原始
的森林生态系统特征，也让
它成为各种生物繁衍栖息的
理想场所。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保护区使用保护区使用

无线高清传输红外侦拍仪
等先进设备，在保护区四个
管护片内开展野生动物远红
外相机监测工作，记录到小
灵猫、白鹇、雉鸡、野猪、豹
猫、黄麂、果子狸、豪猪、山斑
鸠、红嘴蓝鹊、怀氏虎鸫、绿
翅金鸠、灰背鸫等野生动物
活动的珍贵照片和短视频
资料，其中小灵猫属于国家
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此外，为保护好野生动物
的栖息家园，保护区进一步筑
牢森林防火“隔离墙”，维护抚
育了长约 37公里、宽 15至 20
米、总面积约 827亩的生物防
火林带；在乐土雨林管护片区
建设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回归
种植示范园，种植查处没收所
得的濒危野生植物金毛狗蕨，
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种苗
进行科学鉴定和指导后期养
护工作，为脆弱濒危的物种提
供保护屏障；积极做好森林动
植物防疫工作，采用生物诱捕
器高效防治森林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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