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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周早产儿 ， 呼吸困难如
何处理……” 9月7日， 历时3个
多月的北京市新生儿复苏技能竞
赛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圆满落下
帷幕， 本次大赛由北京市卫生计
生委主办， 这是北京首次举办全
市范围内的新生儿复苏技能竞
赛。 助产一线医务人员如何在比
赛中化解新生儿的窒息危险， 赛
程设置又是如何有效提升参赛选
手的技能水平， 本报记者在决赛
现场进行了探访。

比赛需3名队员紧密配合
新生儿气囊面罩使用、 胸外

心脏按压、 气管插管， 窒息复苏
抢救器械和药品准备等项目的实
际操作……在决赛现场， 来自北
医三院等5家医院的15名参赛职
工进行了激烈角逐。 根据组委会
给出的新生儿情况， 现场进行熟
练规范的操作演示， 完成新生儿
复苏的整个过程， 每个团队包括
产科、 儿科医师各一名、 助产人
员1名 ， 比赛过程中3人团结协
作， 面对新生儿的危急情况做出
快速反应和处理。

“新生儿复苏不是一项独立
的工作，需要新生儿科、产科的团
队紧密配合， 才能达到最好的复
苏效果。”在比赛现场，3位队员在
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 相互商讨
摸索，反复练习，仔细研究每一动
作， 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按照赛
程，进入决赛的5家医院代表队需
逐一进行操作技能比赛， 专家和
评委还根据不同的病例随时提出
相应的问题， 考验选手的应变能
力。一位参赛选手表示，通过比赛
不仅丰富了“实战经验”，还得到
了专家的现场点评， 让选手和到
现场观摩的一线职工收获满满。

首次办市级新生儿复苏赛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全

市范围的技能大赛， 刚开始有点
紧张， 但后来经过医院的业务培
训， 又经历了区一级的比赛， 就

很从容了。” 在比赛现场， 来自
北京华信医院的一名参赛者介绍
了她本次参赛的感受。

今年，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 北京市孕妇、 新生儿数量都
显著增加。 记者从市卫计委相关
部门获悉， 新生儿窒息是北京市
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重要原因 。
为全面提高北京市新生儿复苏工
作质量， 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及预
防远期后遗症， 引导全社会更加
关注和支持妇幼健康事业， 北京
市卫生计生委承办了2016年 “职
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大赛， 并首
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新生儿复
苏技能竞赛。

市区两级千余人参加比赛
据了解， 本次竞赛持续了3

个月， 覆盖全市16个区， 参赛单
位包括全市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
医疗保健机构， 参赛对象以机构
为单位组成代表队， 展现了团队
的整体实力 。 比赛采取理论笔
试 、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两种形
式， 全面考验选手的专业素质。
竞赛分为两个阶段， 6-7月为全
市各区选拔阶段， 8-9月为市级
竞赛阶段。 全市妇幼健康工作者
对于竞赛报以极高的参与热情，
200余家助产机构参加比赛， 参
赛选手千余人。 期间， 全市共举
办各类业务培训数十场， 受益妇
幼健康工作人员千余人次。

大赛组委会表示， 本次系列
技能竞赛遵循公平、 公开、 公正
原则， 组织管理严密， 安排部署
周密， 宣传动员广泛， 赛前培训
扎实， 技能覆盖全面， 竞赛标准
严格， 竞考纪律严明， 竞赛方式
规范。 技能竞赛与岗位练兵活动
充分引导了妇幼一线的职工学习
专业技术的热情， 更新了新生儿
复苏理论， 选拔出一批优秀的业
务骨干， 规范并强化了新生儿复
苏技能， 对进一步降低北京市新
生儿死亡率和提高儿童生存质量
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本报记者 闵丹/文 于佳/摄影报道

棚户区改造推出“北京模式”
□本报记者 陈曦

“二胎时代” 来临

今年本市改造任务已完成七成

石景山职工获50元购书礼包
“新学期 ， 学校正让我们给

孩子买书呢 ， 这个活动太及时
了， 工会的活动越来越贴心啦！”
石景山区职工刘磊说道。 石景山
区总工会开展的 “知识大家享，
读书我买单” （第二期） 送书活
动于近日结束， 活动吸引众多职
工参与。

据石景山区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 此次活动依旧依托 “北
京工会12351” 手机客户端开展，
职工登陆 “北京工会12351” 手

机APP扫码预订， 即可领取每人
50元的优惠购书服务礼包。

今后， 石景山区总工会将继
续依托 “北京工会12351” 手机
客户端， 让普惠服务与文化活动
相结合， 让会员享受普惠服务的
同时 ， 享受文化服务 。 未 来 石
景 山 区 总 工 会 将 不 断 满 足 职
工 文 化 需 求 、 生 活 需 求 和 娱
乐 需 求 ， 进 一 步 丰 富 全 区 职
工 的 业余生活 ， 力争提供更贴
心、 更精准的服务。

□本报记者 张晶

今年， 市政府督查室围绕棚
户区改造开展了专项督查工作。
昨天， 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建
设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今年1-
8月份，全市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
协议签订、 搬迁腾退或房屋修缮
加固（以下简称“改造”）24754户，
占全年改造任务的70.73%。

全市将完成3.5万户
棚户区改造

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副主任郝小兵介绍， 2016
年按照计划安排， 全市计划完成
3.5万户棚户区改造任务， 其中3
万户集中于人口密集、 居住条件
困难的中心城区。

据统计 ， 截至8月底 ， 今年
全市已经启动的项目共有89个。
其中 :60个项目完成今年目标任
务， 20个项目已经完成改造 ,还
有9个项目正加速推进。 今年棚
改累计完成投资381.34亿元， 占
全年任务的95%。

郝小兵介绍说， 从各区计划
完成情况看， 2016年棚户区改造
项目最多的海淀区 ， 共涉及 26
个项目 ， 惠及百姓最多的是朝
阳区和海淀区， 将分别为6000户
家庭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
目 前 ， 西 城 区 、 房 山 区 、 昌
平区 、 密云区 、 怀柔区等5区
已经提前并超额完成今年的目标
任务。

棚户区改造与商业
开发目的不同

棚户区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
多， 建筑密度较大， 基 础 设 施
简 陋 ， 房 屋 建 成 年 限 较 长 ，
使 用 功 能 不 全 、 安 全 隐 患 较
为 突 出 的 区 域 。 市 重 大 项 目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了解到 ， 2013年 4月 ，
北京市委召开专题会， 作出要在
情况复杂、 难度最大的中心城区
实施棚户区改造的决策 ， 标 志
着 北 京 市 新 一 轮 棚 户 区 改 造
正 式 启 动 。 随 后 ， 本 市 出 台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棚

户 区 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 明确了北京市棚户区
改造包括城市棚户区项目和国有
工矿棚户区项目。

目前， 北京市的城市棚户区
项目主要包括平房区院落修缮项
目、 危旧房改造项目、 城中村边
角地整治项目和新增棚户区改造
和环境整治项目。

就棚户区改造与商业开发之
间的区别， 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 棚户区改造与商业开
发不同， 其公益性强， 坚持政府
主导， 是以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以盈利为
目的。

目前， 棚户区改造计划分为
实施项目和储备项目两类 。 其
中， 实施项目是当年拟启动改造
的项目， 改造方式包括启动征收
拆迁、 房屋修缮及加固等。 储备
项目是是指当年不具备启动改造
条件、 仍在前期研究中的项目。
如果具备启动条件， 储备项目可
转为实施项目。

推出政府购买和统
贷 “北京模式”

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了推进本市棚改工作 ，相
关部门通过健全机制 、加强协
调 配 合 、加 大 督 查 力 度 、积 极
创新 ， 保障了棚改工作有序 、
顺利进行。

该负责人介绍， 为落实棚改
工作改造资金， 本市积极推进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改造服务 ，通
过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模 式 获 得 授
信 268亿元 ，发放 71亿元 ；市区
财 政 进 一 步 加 大 投 入 力 度 ，
通 过 安 排 资 本 金 投 资 补 助 等
方 式 支 持 实 施 主 体 参 与 棚 户
区改造 ；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
的合作 ，搭建棚户区改造市级
统贷平台 ， 打造 “预授信+核
准 ”的 “北 京 模 式 ”，累 计 实 现
棚改贷款授信 633亿元 ， 发放
490亿元 。

同时， 引导鼓励其他金融机
构和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棚户区改
造工作。“比如大栅栏杨梅竹项目

引入文化创意产业； 在前门东区
腾空院落中选出13个试点，以‘邀
您与老北京做邻居’为主题，尝试
通过多种方式引入终端用户。”该
负责人介绍。

另外，鼓励支持有实力、融资
能力强的国有企业参与棚户区改
造，如中信、首开、城建、首钢等国
有企业， 有些已成为棚户区改造
项目实施主体， 有些承担了棚改
定向安置房建设任务等。

居民期盼早日搬进
大三居

“我现在就盼望着 ， 新房子
早点盖起来 ， 我们能赶紧搬回
来。” 昨天， 在位于西城区菜园
街的白纸坊地区重点棚改项目的
回迁房样板间里， 老居民岳凤芹
兴奋地表示。

记者了解到， 白纸坊地区重
点棚改项目包括菜园街及枣林南
里、 光源里两个项目。 自今年2
月18日 ， 两个项目启动预签协
议， 至5月17日签约期结束， 菜
园街项目签约 3417户 （含单位
164个）， 签约率97.91%， 光源里
项目签约2175户 （含单位89个），
签约率97.62%。

岳凤芹告诉记者， 她家原来
家住枣林西里1号楼， 是一个两
居室， 现在依照项目征收政策换
成了三居室。 “考虑到今后孙辈
的上学问题 ， 我 选 择 了 回 迁 ，
家 里 4口 人 ， 以前居住比较拥
挤， 孩子不得不去外面租房住。
新房盖好后， 我家就是一个南北
通透的三居了， 孩子就能搬回来
住了。”

“我挺满意， 而且我们的回
迁房是精装修， 既省钱又省事，
多好。” 岳凤芹开心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