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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大兴区2020年度区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展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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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高水平技能人才“练兵场”

大兴区高危孕产妇动态管理与实践工作室 精心呵护高危孕产妇分娩

大兴区殡仪馆殡仪服务探索创新与实践工作室 用温情送别逝去的生命

大兴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室 专注心理健康送出真诚关怀

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职工创新工作室 开辟神经外科治疗新途径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实施，
高龄孕妇明显增加 ， 妊娠合并症、
并发 症 比 例 上 升 趋 势 明 显 。 数 据
显 示 ， 大 兴 区 高 危 孕 产 妇 比 例 ：
2014年54.29%， 2016年78.47%， 2020
年93.46%。 为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
儿死亡， 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大兴区
在区级产科质量管理办公室基础上成
立了高危孕产妇动态管理与实践工作
室。

工作室成员由原区级产科质量办
公室成员、 孕产群体保健区级管理人
员、 助产机构产科主任、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妇幼保健站站长33人组成， 覆
盖辖区2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5家

助产服务机构。 工作室着重在社区孕
妇建册高危因素初筛 、 动态监测随
访、 助产服务机构孕妇动态评估分级
建档、 区级橙红色高危台账式管理、
定期质控、 汇总、 分析、 社区及助产
机构橙红高危孕妇专案管理、 高危孕
产妇联管联控的高危孕产妇动态闭环
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

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广美
作为工作室的领军人， 带领工作室成
员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实践， 通过针对
辖区孕产妇进行 “五色球” 动态监测
与管理， 形成一例一上报、 一例一登
记、 一例一录入、 一月一汇总、 一季
一质控的 “五个一 ” 的工作服务模

式， 及区级管理———助产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村级公共卫生专管
员联管联控的3+1高危孕产妇动态闭
环管理模式。

在工作室成员共同努力下， 2018
年至2020年，3年来共计管理辖区孕产
妇48972例， 高危孕妇占比为88.50%，
全部进行动态监测与管理。 其中， 橙
色高风险孕产妇6336例， 红色高风险
孕产妇521例， 全部进行了专案管理，
为保障母婴安全奠定了基础 。 2019
年、 2020年连续两年孕产妇零死亡。
同时， 连续两年取得了 “北京市区域
母婴安全保障筑基行动” 工作全市第
一的好成绩。

受老龄化趋势的影响 ， 近几年
来 ， 大 兴 区 殡 仪 馆 平 均 每 年 受 理
的治丧业务多达14000份左右， 每天
要为40多个家庭提供殡仪服务。 区殡
仪馆除服务本区户籍亡故居民外， 70%
的亡故居民来自丰台区、 朝阳区、 东
城区、 西城区及非京籍逝者。 众多的
服务对象中， 因地域、 风俗、 教育背
景、 治丧理念等因素各不相同， 相应
也就出现了多种化的治丧需求。 区殡
仪馆为了满足治丧群众多元化、 个性
化需求， 在殡仪服务技师、 北京市民
政技术能手展红军的带领下成立了殡
仪服务探索创新与实践工作室。

该工作室自被批准运营后， 利用
创新工作室 、 创新实验室等孵化空
间， 集结10余名团队成员， 全面开展
技能培训、 技术创新、 标准化建设等

工作 ， 主攻传统和现代殡仪服务研
究， 创新殡仪服务项目。

工作室领军人展红军， 国家技师
级殡仪服务员， 民政部职业技能中心
殡仪服务专家。 工作16年来， 他坚持
潜心钻研殡葬文化， 积极寻找传统文
化与现代殡仪服务之间的契合点， 在
行业内产生一定影响。 在展红军的带
领下， 工作室结合大兴本区和北京南
城的治丧风俗， 从科技手段、 服务理
念、 仪式仪轨等角度增加情感表达、
心理抚慰、 温情追思元素， 完成了对
家庭祭奠仪式、 骨灰追思仪式、 守灵
供饭仪式3个殡仪服务项目的创新和
实践， 让告慰因温情而虔诚。

工作中， 针对死亡证明不合格、
无法正常办理火化手续的问题， 为了
慰藉家属的焦虑心情， 工作室开发设

计了纠错服务程序， 实现了火化、 纠
错两不误， 受到了社会的赞誉。 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 工作室受丰台区和大
兴区疾控中心技术指导的启发， 设计
了 “棺椁封胶” 装殓方法， 确保在接
运传染性疾病遗体时， 棺椁能够处于
封闭状态， 不会引发病菌外散， 从而
保护了职工健康和安全。

展红军表示， 未来3年， 工作室
将从便民、 利民、 惠民角度出发， 大
胆探索殡仪服务新模式、 新形态。 同
时 ， 构 建 起 大 兴 区 标 准 化 殡 仪 服
务 模 式 ， 把现有的日常殡仪服务的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制 定 出 切 实 可 行 的
参 考 标准 ； 努力打造殡仪服务员实
训基地， 为大兴区殡仪服务领域乃至
全市殡仪服务方面打造更多技能人
才。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心理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大兴
区心康医院作为区内唯一一家精神心
理专科医院， 近年来培养了一支优秀
的心理工作团队。 为了更好的发展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 2019年， 这个团队
专门成立了一个创新工作室———大兴
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室。

大兴区心康医院副院长张峰作为
工作室领军人 ， 已从事现专业近30
年， 张峰擅长抑郁症、 焦虑症、 睡眠
障碍、 难治性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和药
物治疗 、 复杂病情的评估和药物咨
询、 心理治疗、 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指
导。 在他的带领下， 工作室专注于临
床心理咨询、 心理成长及心理学知识
普及、 社区心理服务， 开展心理健康

宣传、 心理辅导、 儿童青少年沙盘、
团体心理辅导、 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
健康教育等工作。

特别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 工
作室针对学生常出现的普遍心理问题
开展专题讲座， 主题为青少年心理减
压、 青春期心理健康科普， 及时帮助
学校做好学生心理困扰疏导、 学生心
理问题和心理危机的干预。 此外， 工
作室专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进校园活
动， 为学校如何对学生心理危机进行
识别与干预、 如何进一步做好个别心
理辅导给予操作性引领， 努力提升学
校的心理危机识别意识与能力， 给学
生真诚的关怀和有力的支持。

针对6—12岁儿童， 工作室推出
了 “阅心成长” 儿童沙盘项目， 为参

与团体沙盘的儿童提供安全、 自由、
接纳的空间， 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使
无意识意象呈现在沙盘中， 将被压抑
的或未知的内容带入到意识中， 从而
解决儿童压抑的心理冲突， 获得了孩
子和家长的认可。

在当下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 2021年初， 工作室在为医务人员
开展了10场正念减压活动， 针对性帮
助医务工作者群体调节情绪、 心理减
压。 特别是在天宫院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期间， 工作室与市级专家构建形成
专家日常巡诊、 重点人群跟踪、 服务
热线、 应急现场处置 “四位一体” 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格局， 缓解人们的心
理压力，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重
点人群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大兴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外科
开展工作已有25年， 近2年来， 该科
室除满足于辖区内居民的医疗卫生需
求外， 借助中西医和康复两大技术优
势， 瞄准目前神经外科疑难病种， 创
新性开展了重型颅内感染和结核性脑
病外科手术及临床基础研究， 打破了
过去神经外科疾病只能依靠手术的传
统观念 ， 创新性融入中医和康复技
术 ， 给神经外科治疗开辟了新的途
径。

为了更好的将这项造福病人的工
作继 续 研 究 发 展 下 去 ， 神 经 外 科
职工创新工作室于2020年4月正式成
立。 工作室领军人何刚， 从事神经外
科工作20余年， 具备扎实的神经外科
基础 理 论 和 临 床 实 践 经 验 ， 他 亲

自 完 成各类手术1500余例 。 针对本
区域居民对神经系统疾病的需求， 率
先在 大 兴 东 北 区 域 创 建 了 神 经 外
科 ， 解决了本区域各行业居民的神
经外科急诊手术的强烈需求， 病人能
就地立即手术， 缩短了病人因转院延
误的救治时间， 大大减少死亡率和致
残率。

何刚介绍， 由于生活饮食和习惯
的变化， 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也呈
现逐年上升， 过去主要依靠神经内科
治疗的疾病， 现在更多的需要神经外
科手术治疗 。 但是 ， 就目前情况而
言， 神经系统感染、 脑积水和结核性
脑膜炎这3类疾病已经成为困扰神经
外科治疗的瓶颈问题。 工作室研究了
一整套治疗以上疾病的切实可行的创

新方法， 经过1年多的临床应用， 取
得了良好的疗效， 收治的病人都是外
省市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反复治疗病情
仍无好转甚至面临死亡的病人， 转入
外科工作室治疗后， 98%病人都好转
或治愈回家。

何刚表示， 在近1年工作室创建
中， 重点制定和完善了工作室的各项
规章制度， 并成立了 “中枢神经系统
颅内感染诊治中心” “中枢神经系统
结核病诊治中心” 和 “中国中西医结
核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临床诊治
基地”。 接下来， 工作室将把这项造
福病人的工作继续研究发展下去 ,计
划利用3年时间， 创建并完善工作室
的创新项目， 并将新技术， 新发展在
国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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