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在湖南医科大学本科毕业

后，罗定姑娘张春华站在了人生的十字

路口——是去大城市找一份薪水更高

的工作，还是选择回家乡发展？大学寒

暑假期间在罗定人民医院（时称）见习

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返回家乡。

“那时罗定人民医院的医疗设施落

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和湖南医科大

学的附属医院相比，条件差了很多。”张

春华回忆起来颇为感慨，“当时医院妇

产科室也急需人才补充，想着能够为家

乡医卫事业尽一份力，我想得留下来。”

至今，张春华在罗定市人民医院

从事妇产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已 20
多年。

从事妇产科工作，张春华最关心的

是女性的健康。工作期间，她多次主持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为妇产科各类疾

病诊治技术和生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妇产科的工作从原

来的治疗为主，到近几年已转换为预防

和保健为主。”张春华说，这几年来得益

于国家和省的利好政策，医院现在已经

建立起从胎儿到婴幼儿，再到青春期、

育龄期、更年期的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管理体系。

2021年广东妇女儿童十件民生实

事中，广东提出为 100 万名妇女提供

“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

办好这件民生事实，是张春华的工作

重点。罗定市人民医院参与执行“两

癌”筛查项目时，不仅带上检测设备下

乡进村，也会“顺带”内外妇儿科室的

专家名医，为村民提供义诊、送药等惠

民服务。

2019年成为医院党委书记后，张春

华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怎样才能

保证医院党务工作和医疗业务高效有

序开展是她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们医院党委统筹全院的医疗工

作，把党的建设与医疗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张春华介绍，医院党委下设五个党

支部，包括内科支部、外科支部、门诊支

部、行政支部、医技支部，并整合其他科

室资源，根据当地群众医疗需求，支部

科室的医护利用周末等时间去到乡镇

授课、坐诊，把医疗资源直接送到基层，

把健康直接送到百姓家门口。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张春华表

示：“我将牢记医者使命，守护群众健

康。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带领罗定市

人民医院担起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责任，为广东加快构建‘顶天立

地’医疗卫生大格局作出更大贡献。”

罗定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春华：

牢记医者使命 守护群众健康

“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

洲。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锉牛一只

溜。”这是一首潮州人民广为传唱的民

谣，传颂的正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潮

州广济桥。

“广济桥是潮州的文化地标，是潮

州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精神灯

塔。”自 2007年广济桥修复竣工对外开

放起，潮州广济桥文物管理所党支部

书记、所长余小洁就将自己的人生追

求与这座古桥紧紧地融为一体。15年

来，她与广济桥相守相伴，带领管理团

队，勉力为这一潮州历史文化地标构

建文物安全体系。

“这座伟大的桥梁时刻都在激励着

我，给我奋进的力量。在它 800多年的

历史中，我只是一名平凡而普通的守桥

人。”作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余小

洁说，她将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执著

的追求，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守护好广

济桥，弘扬好潮州文化。

作为一座古桥，广济桥的 21 个古

桥墩是其文物价值最大的部分。但正

因为年代久远、长期处于水下，古桥墩

等大量水下构件的勘察、加固和修缮，

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最大难点，“加上

古桥与繁忙的水上交通线交叉、节假日

游客众多，安全管理难度极大”。

从 2017 年起，在广东省文物局的

支持下，广济桥文物管理所委托考古专

业机构，借助新技术对广济桥布设了沉

降监测点和位移监测点，进行了全面的

生命周期监测，用数字技术“编织”文物

安全监测体系，为广济桥的运行安全

“保驾护航”。

“‘到广济桥看潮州文化’是我们最

初定下的目标。”余小洁说。近年来管

理所活用新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手段，弘

扬好潮州文化。例如，通过在桥上开设

非遗展示区，集中展示具有潮州代表性

的非遗精品；邀请非遗传承人演示非遗

技艺，再现“桥市”独特文化，使广济桥

逐步成为以非遗展示为主体的潮州文

化集中体验区。同时引进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保护利用，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物保护宣传、实践体验活

动等，凝聚全社会“热爱古桥、保护古

桥”的共识。

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余小洁表

示，党代会报告提到大力支持潮州发

展文化事业，她深感到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文物资源的责任之重大，使

命之光荣。在今后的工作中，她将坚

持活化保护和创新利用并举，积极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新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潮州深厚的

文化底蕴转化为潮州高质量发展的软

实力。

“我将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持

续提升服务能力，用心用情讲好古城故

事，传递广东声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余小洁说。

潮州广济桥文物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余小洁：

守护好广济桥 讲好潮州文化故事

“今年，徐闻菠萝火出了圈，不仅卖

出了好价钱。”谈及徐闻菠萝的逆袭，党

代表、湛江市徐闻县委书记罗红霞十分

喜悦。随着菠萝产业的发展，徐闻把菠

萝种成了“海”。目前，中国每三个菠萝

就有一个产自徐闻。

“从2017年到2022年，徐闻菠萝产

量从 50多万吨到 70多万吨，徐闻菠萝

单价从田头几分几毛到最高 3元，农民

人均收入从 1万多元到 2万多元；菠萝

从‘藏在深闺人未识’到成了‘网红

果’。”罗红霞介绍说。

徐闻菠萝“变身”的关键是什么？罗

红霞表示，在徐闻菠萝逆袭的背后有着一

根强力“指挥棒”——广东农产品“12221”
市场体系：建设“1”个农产品大数据，组建

销区采购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2”支队伍，

拓展销区和产区“2”大市场，策划采购商走

进产区和农产品走进大市场“2”场活动，实

现品牌打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品种改

良、农民致富等“1”揽子目标。

在广东，一个个特色产业，通过

“12221”实现了从农产品促销“小切口”

推动农业产业“大变化”。对于徐闻菠

萝未来的发展，罗红霞充满了信心，“接

下来，徐闻将擦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品牌，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菠萝产业带，继续以小切口推动农业大

变化，实现徐闻菠萝飘香国内外，谱写

农民增收致富新篇章。”

湛江市徐闻县委书记罗红霞：

小切口大变化 让徐闻菠萝飘香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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