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大妇院产科各支部根据各自的专业特色，积极开展了“一支部一品牌”活动。“母婴护航专

列”通过开设专科门诊、增加专家门诊次数、开设专科微信志愿服务群等工作，着力去解决门诊病

人“看病难”的问题；“生命在这里诞生，幸福在这里启航”通过加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宣教，努

力去筑牢病人的“思想防线”；“守望新生”通过积极开展乙肝双阳的母婴阻断的随访和宫颈机能不

全门诊等活动，全力对有需要帮助的母婴“守望相助”⋯⋯

产科各党支部的品牌创建活动，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充分发挥

了党建引领的示范作用。没有离开业务的政治，更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另一方面是践行了现代管理

学中的全周期理念。世界上万物都有其生命周期，各种工作也不例外。产科各支部的品牌活动共同构

成了呵护病人的完整链条，实现了病人从挂号看病到康复后反馈的全周期服务，规避了服务管理中容易

出现的只见一截不见全龙、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片面服务，实现了全周期的动态服务、闭环服务。

浙大妇院支部品牌活动践行了现代管理学中的全周期理念

品牌：生命在这里诞生，幸

福在这里启航

含义：加强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产后宣教，全面提升产妇运动

管理、营养管理、自我监测及产妇

与新生儿随访知识，加强产后管

理，降低产妇及新生儿远期疾病

发生率。建立妊娠糖尿病患者远

期随访档案，为进一步探索研究

提供数据资料。

浙大妇院产科二支部

品牌：守望新生

含义：产三支部在“一支部

一品牌”的活动中，在抓好全体

党员学习、服务、教育、廉政、创

新、和谐等方面工作的同时，将

“守望新生”的理念贯穿于活动

始终，重点加强对母婴的关爱和

有关疾病的深入研究，以保障新

生命的顺利诞生，为医院创“双

一流”建设助力。

浙大妇院产科三支部浙大妇院产科三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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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大健康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现在很多

孕妈都知道孕期不能胡吃海喝，否则

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找上

门，妈妈和宝宝都要受苦。

道理她们都懂，但实在是管不住

自己这张嘴啊！这不，一个习惯吃宵

夜的孕妈住院后还偷偷摸摸点外卖，

被值班护士逮了个正着。

浙大妇院产科二支部书记、产科

主任陈丹青教授告诉钱报记者，临床

上这样“不听话”的孕妇不少，支部发

挥临床专业优势，专门开设糖尿病一

日门诊，应用“云管理平台”进行互动

监管，开展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远期随

访，帮她们一起“管住嘴、迈开腿”。

三十出头的谭女士怀孕前就有

点微胖，怀孕初期饮食没有节制，体

重噌噌噌往上涨，孕 15 周就增重 12

斤。她产检多次查出血糖过高，确诊

为“妊娠期糖尿病（GDM）”。

怀孕后，她的自制力更差了，每

天变着花样吃重口味的菜和甜食，所

以血糖居高不下，最后只好住进了浙

大妇院产科病房。

没想到，入院的第一个晚上，她

的病房就飘出了一阵饭菜香，值班护

士跑去一看，她正津津有味地吃一大

份麻辣香锅呢！看到护士“突袭”，她

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满脸愧

疚，手里的麻辣香锅突然不香了。

原来，23点是谭女士的夜宵时间，

每到这个时候就又饿又馋，她思前想

后犹豫了几分钟，最后还是没忍住，外

卖点了一个3人份的麻辣香锅，趁着护

士不注意偷偷下楼取回了病房。

这事儿很快就在产科二支部传

开了，医生护士们都哭笑不得，金颖

护士长立马发话：送她去一日门诊好

好学习！

她介绍，糖尿病一日门诊从早上

9点开始，下午5点结束，简单来说就

是体验一天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天，谭女士开启了自己的一

日门诊，她吃早餐的时候就傻眼了：

两片全麦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半个苹果、一小把坚果，分量虽然不

少，但对她来说实在太清淡了。

她说，她在家吃的是中式早餐，

豆浆油条是固定搭配，生煎、拌面经

常出现，还要配榨菜、腐乳等小菜。

专门的营养师告诉她，中式早餐也可

以吃，但不能是这种“碳水炸弹”组

合，这么一顿下肚，血糖不升才怪

呢。油条么，孕期最好还是别吃了。

三餐之间是孕妇们的休闲时间，

医院为她们安排了讲座和锻炼。在

家里，谭女士只在晚饭后出门散步半

小时，那天跟着护士又是做操又是拉

伸，虽然略有点累，但做完后确实神

清气爽不少。

之后，她在产科病房住了 7 天，

血糖慢慢得到了控制。出院时，她向

护士们保证：戒宵夜戒奶茶，控制好

体重，争取自然分娩。

除了孕妇的血糖管理，浙大妇院

产科二支部还监督起了身边保洁阿

姨的血糖。去年，支部组织了一次义

诊，免费为后勤的保洁阿姨测血糖、

血压，分析体脂。

一位 50 多岁的阿姨，平时从没

测 过 血 糖 ，那 次 测 出 来 超 过

20mmol/L，严重超标。阿姨说，她

最近人瘦了点，老是口渴，但不知道

是血糖出了问题。

正在义诊现场的支委肖云霞赶

紧让她到综合医院的专科就诊，“你

这个指标，很容易就酮症酸中毒，很

危险了！”后来由于病情太重，阿姨辞

职去接受正规治疗了，如果不是当时

及时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孙美燕 魏安东

血糖高还管不住嘴，孕妇半夜偷点外卖

护士只一招，叫她大变样

宝宝出生后，将照片做成台历，

一年365天都能看到，这是很多新手

儿爸妈干过的事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

院产科三支部“温馨角”，也放着两份

自制的宝宝年历和月历。但上面不

是医生护士的孩子，而是复发性流产

患者艰难生下的宝宝。

年历上，宝宝们的照片排成一颗

大大的爱心；月历上，宝宝出现在自

己出生的月份里。他们有的是单独

的大头照，有的是和妈妈的合影，都

绽放着最温暖的笑脸。

每年，浙大妇院产科三支部党员

们都会接诊大量复发性流产的孕妇，

这些孕妇往往要付出常人无法想象

的代价才能成功生育一个宝宝，所以

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新生命。

产科三支部书记、产三科主任罗

琼告诉钱报记者，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是一位有心的患者组织制作的，它时

刻提醒着支部党员“不忘初心”，也是

支部品牌“守望新生”最好的注解。

浙大妇院复发性流产患者有一个

病友群，里面既有全国各地前来求医

的患者，也有产科三支部的医护人员。

患者们互相交流经验，医生、护士则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解答各种问题。

群主是一个年轻妈妈，几年前她

也是一个复发性流产患者，接受治疗

后成功生下了宝宝。此后，她就热心

地搭建了这个平台，帮助其他还没有

走出困境的孕妇。那两份暖心的年

历和月历，正是她张罗着制作的。

产科三支部党员陈钦清也在群里，

她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提供专业指导的

医生，也是曾经的复发性流产患者。身

份的特殊，让她和患者之间多了一份羁

绊，还带出一段意想不到的缘分。

去年年初，陈钦清第一次怀孕。

她平时身体健康，年龄也不大，理所

当然地认为自己会很快就迎来新生

命。但一个月后，她莫名其妙地流产

了，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作为一位产科医生，她常年接触

复发性流产的患者，对这个疾病再熟

悉不过。但真正降临到自己身上时，

她才发现它如此陌生，也如此可怕。

好在不久后，陈钦清又怀孕了。

产检中发现了一些指标存在异常，立

刻对症治疗。那段时间，陈钦清的同

事习芳芳和陈原都感受到了她的焦

虑，“神经紧绷，偷偷哭过好几次。”

“经常去做B超。”“不敢停药，主任说

可以停了都不听。”

最后还算顺利，陈钦清成功生下宝

宝，很快回归工作岗位。现在门诊看诊

时，她会主动把这段经历分享给情绪不

好的患者，比讲任何大道理都有效，

“患者不一定听得进去医生的话，但她

们会特别信任跟自己遭遇一样的人。”

陈钦清孕中晚期时，40 岁的患

者王女士（化名）也怀孕了，这是她第

8 次怀孕。复发性流产治疗常用的

肝素一支近 50 元，产妇根据情况每

天 用 1~2 支 ，所 以 每 个 月 就 要

1500~3000 元，这还不算上其他的

医药费。

陈钦清生产后，家人自费帮她购

买的20多支肝素还没有用完。她想

着，放着也是浪费，不如送给治疗中

的患者。正好习芳芳了解王女士的

情况，就帮忙牵线搭桥，“我本来说寄

到她老家的，运费我们来出。但他们

觉得免费拿药已经够不好意思了，坚

决不让我们出运费，最后是一个来杭

州看病的老乡带回去的。”

现在，王女士还在老家安胎中，胎

儿情况还算稳定。浙大妇院产科三支

部的医护们盼望着，下次见到她就是

她生产的那天。 本报记者 张冰清

本报通讯员 孙美燕 魏安东

病友群里，医患守望相助

七次流产的她又迎来了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