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心理卫生的阳光洒向全社
会”， 这句话是肖存利20多年医者道
路的主题词。 就像灯塔， 当她仰望星
空时， 散发光与热； 像指南针， 当她
脚踏实地时， 涵养、 凝聚着温暖与大
爱； 更像加油站， 是她脆弱时刻的支
持力量。

尽职尽责 激活守护力量

让心理卫生的阳光洒向全社会，
肖存利的这个愿景， 在学习与历练、
探索与实践中， 一次次更坚定。 她认
为， 心理卫生能够传递温暖与关爱，
也由此能够激活更多的力量。

传递温暖与关爱， 肖存利需要与
患者建立连接。 “这个过程类似调音
师的工作， 把音律调准了， 把障碍疏
通了， 就能保证机体正常运转。 在这
个过程中， 我要努力去捕捉患者有感
觉却没有说出来的， 努力描述和打捞
他们的词谱。” 肖存利说， 她需要通
过读心读病人的情绪并传达出来 ，
“对， 你也感觉到了吧……” 这句话，
往往是患者与她建立了连接。 在那一
刻， 被关注， 被看到了， 患者会感觉
到阳光照进来了。

据了解， 肖存利所在的平安医院
以精神卫生专业为特色， 通过建立团
队探索实践， 可以科学化、 精准性地
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在危机现场，
我们团队第一时间出现， 及时解决群
体及个人的各种心理问题， 被誉为西
城区心理危机干预的 ‘守护神’。 这
是现在我深以为傲的。” 肖存利说。

据介绍， 目前通过在西城进行全
区级别的架构与建设， 精神心理服务
能手及骨干得以走进社区 、 走进家
庭， 就像近在居民身边的 “心理加油
站”， 更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指
导与救助， 更多的团队成员在日常工
作中、 在心灵驿站， 就能对接居民的
求助诉求。 走得进大街小巷， “守护
神” 的服务就更到位。

矢志不移 传递成长助力

肖存利告诉笔者 ， 2020年2月 ，
医院门诊来了一位特殊患者。 “这位
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大到听到电话铃声
响就紧张， 这让我意识到冲锋在前的
战士需要一份 ‘心理救助单’， 我应
该尽快为大众开出缓解各类压力的
‘心理处方’。”

按照人群特点， 肖存利为西城区
系统订制心理服务方案， 制作系列心
理科普作品， 书写针对不同群体心理
问题如何解决的公开信等， 依托心理
热线、 知名媒体提供心理支持， 帮助
平复疫情期间焦虑恐慌等情绪， 惠及
10万人次受众。

“我希望自己成长为一个更加全

面的精神科医生， 成为生物-心理-
社会新医学模式下的 ‘心灵捕手’ 医
生。 我也运用专业团队、 平台、 资源
等， 传递心理卫生理念， 释疑解惑助
力团队与公众成长。” 肖存利说， 在
乘风破浪的时代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
需要化解困惑奋勇前行， 心理科普传
递正能量日益重要。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肖存利通
过在社区、 门诊、 课堂、 电波、 云端
等多方途径把高深的科学理论变成
百姓易接受的知识， 增强人们的心
理弹性与抗压能力……通过艺术团、
心理剧、 手工课等， 肖存利引导患者
组建交流和保护平台， 帮助患者减轻
病耻感 ， 构建存在感 ； 面向不同群
体， 科普宣教， 消除歧视； 在 《事说
心语》 的著作中， 用文字记录每一个
故事背后的奋斗与成长； 舞台上， 参
演心理剧 《我们———今天是冬季温暖
的一天 》 中的精神残疾演员 ； 宣讲
中， 拍摄多部心理科普微视频 ， 每
年主办心理讲座 30余场， 同时依托
融媒体宣传促进大众心理健康， 走进
电台主 持 心 理 科 普 系 列 服 务 节 目
40余场， 覆盖听众10余万人次。

肖存利表示， 以心灵与阳光为核
心， 我们渴望通过救助、 康复、 干预
来响应每一份对阳光的渴望， 让曾经
沉重或停滞的脚步再次轻盈， 让更多
的 “心灵捕手” 活跃在西城区的大街
小巷， 护卫公众的心理安全， 让心理
卫生的阳光洒向全社会， 促进家庭和
谐、 社会稳定， 形成自尊自信、 理性
平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２０21年 2月 24日·星期三
12 Yweekl

新新西西城城周周刊刊本版编辑：白 莹
美术编辑：李 媛 校 对：刘 芳

———2020年西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选登

领略劳模风采 感悟榜样力量
□刘祖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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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方寸病床 温暖万千病患

2003年，潘兵从家乡来到北京，先
后在多个行业工作， 最终加入了惠佳
丰公司。他从一线主管做起，逐步从项
目经理、 区域经理成长为公司副总经
理。这一路是他付出心血、探索护理经
验的过程， 也是他个人不断成长进步
的过程。

做有心人
从“生手” 成长为“老手”

“2003年， 病患陪护行业在我国
刚刚起步， 没有基本的服务规范、 服
务标准， 也没有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病区的多科专业护理全凭自己摸索。”
潘兵回忆， 那时病人生病住院， 除了
自己家属陪护外， 更多的是找个医院
附近的临时工帮助照看。

病患陪护工作， 除了24小时陪伴
在病人身边， 还要时刻关注病人因病
受到的折磨。 潘兵亲眼看到一些临时
工因为受不了这一切， 刚干一个月就
走了。 “工作虽然辛苦， 而支撑我坚
持下来的， 是看到病人在我们的护理
下， 恢复健康时的笑容。 每当看到病
人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一天天地好起
来， 我也有种发自心底的高兴和成就
感。” 潘兵说。

从进到病房的第一天起， 潘兵就
立志做个有心人。 他不仅精心服务于
病人， 善于与患者沟通， 还积极向医
护人员学习 、 请教 。 功夫不负有心
人 ， 很快他就从一个初入行的 “生
手” 成为了护理多科病人的 “老手”，
无论是骨科、 老年科、 外科还是肿瘤
科 ， 潘兵都能找到最适宜的护理方
式， 给予病人获得最佳的护理效果。

出色的服务与工作表现， 让潘兵
成为项目的负责人， 工作内容也从单
一的服务到管理一个团队。 针对从事
陪护工作的护理员大多来自农村或城
镇下岗职工、文化层次低的特点，潘兵
带领团队将自己摸索的护理知识，一
对一、手把手地传授给其他护理员，在
病人接受到良好陪护服务的同时，也

使一批批的护理工从中受益。

坚守初心
探索服务新模式

“坚守方寸病床 ， 温暖万千病
患。” 就是这个初心和对梦想的坚守，
激励着潘兵没日没夜地深入医院、 病
区， 走访病人、 护理工， 请教护理专
家， 了解护工、 管理者、 病人、 家属
等各方诉求。 他还通过不停角色转换
让自己亲身体验需求与服务， 摸索规
范的服务模式、 标准和要求。

在挑战面前， “学习” 成为潘兵
最重要的关键词。 工作之余， 潘兵通
过阅读相关书籍学习护理知识， 拿张
字条请教护士长、 护士、 大夫成了他
的家常便饭。 同时， 他也经常把自己
学到的知识手把手教给新员工， 同事
们遇到问题会找他 ， 有困难也会找
他。

潘兵的陪护经验和服务态度不仅
得到病人的赞扬， 在业内也产生了很
大反响， 多家医院纷纷与其所在的团
队合作。 短短几年时间， 潘兵所在公
司与近十家医院签约， 他也从一个项
目经理， 提升为区域经理。 潘兵说：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承担的责任更
大了， 这就更要求我不能停止脚步。
我给自己定下了诺言： 凡事要做， 就
要做得最好！”

为了不断推动护理员管理工作上
台阶、 有发展， 潘兵和同事一起琢磨
如何改进服务质量， 如何改善护理员
的工作条件与强度， 如何使烦杂的工
作变得更加有序、 规范， 改革成为他
改进工作方法的突破口 。 从基础调
研、 需求分析、 班次调整、 满意度调
查， 到试点推进、 总结经验、 持续改
进、 初现模式……通过潘兵和团队整
整两年时间的努力， 一个崭新的内外
勤护理员服务模式逐渐形成。 新模式
不仅使病人的安全系数增大， 护理员
的劳动强度降低， 也使医疗环境和医
疗秩序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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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 北京市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举行， 西城区59名职工分别荣获
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北京市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他们的名字被加刻在了 “劳模鼎” 底座
上。 本期让我们走近北京市劳动模范潘兵、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肖存利， 了解他们的故事。

姓名： 潘兵
职务： 北京市惠佳丰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北
京
市
先
进
工
作
者
■

让心理卫生的阳光洒向全社会
姓名： 肖存利
职务：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