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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
有料到 9 月 8 日菜价

计量单位：元/公斤
本地菜心 9.81 椰菜花 9.41 茄瓜 7.84 冻鸡翼 35.5
矮脚白菜 8.47 西兰花 10.6 黄鳝 64.31 冻凤爪 30.94
本地白菜 7.66 水空心菜 7.78 原条草鱼 21.38 带鱼 52.87
红萝卜 6.43 青皮冬瓜 4.19 开刀草鱼 25.84 精瘦肉 58.16
白萝卜 3.94 青瓜 7.41 冻排骨 48.85 鲜牛肉 91.6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整理/卫轶 制表/张江

让医学回归临床
让医生离病人更近

广东省医师
协会会长林曙光
接受羊城晚报专
访时疾呼：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在广东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历程中，
广东省医师协会会
长、广东省人民医院
名誉院长林曙光身
上的光环璀璨夺目：
他是我国著名心血
管病专家， 临床、科
研硕果累累； 他从
1993 年起担任广东
省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省医”）院长，一
路披荆斩棘，把省医
从唯有心血管这个
特色著名学科，发展
到拥有数十个国家
级重点专科，走出了
一条特色“突围”之
路。 到如今，他依然
坚守临床一线，每周
还要出门诊；他积极
为广大医师发声，呼
吁社会尊重、 理解、
关爱医生。

近日，他在羊城
创意产业园接受了
《羊城晚报》 全媒体
采访组的专访，畅谈

“医生现状”等话题。

今年 8 月 19 日， 是第二个中
国医师节，这是我国卫生与健康工
作者共同的节日， 也是继教师节、
记者节、护士节之后，国家设立的
第四个行业性节日。今年的主题是
“弘扬崇高精神，聚力健康中国”。

作为省医师协会会长，林曙
光对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深有感
触：“就医师这个行业，从国家层
面上设立一个节日，更多是要向
全社会传递一个信号：在向健康
中国迈进的道路上，人人都必须
尊敬医师。 ”

林曙光回忆起这些年来，医
生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
1973 年， 林曙光从中山医科大
学毕业后， 成为了一名临床医
生。“我入行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约是 1973 年 -1982 年， 医生
被认作是‘臭老九’，是很低等的
职业；此后，随着‘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的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医疗科研人员的地位也逐渐
提升， 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
原来缺医少药的情形逐步得到
改善， 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
如，令医生地位直线下降的医疗
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

“司法的判决，是社会道德
的风向标。 ”在林曙光看来，举证
责任倒置从某种意义上“让医生
地位直线下降”， 影响比想象中
来得更加直接且更严重，“以前
医学院录取的都是最高分的学
生，这样一来，很多高分学生不
再报考医学院了，医学院招生分
数逐年下降，许多医学生毕业了
也不再当医生，改行了。 ”

“所以，设立医师节的意义，
有对过去医师所受委屈的安慰，
也有对医师现在工作的鼓励和
未来工作的鞭策。 ”林曙光说。

谈医师节 设立节日，是为了让人人都尊敬医师

谈医改 应充分调研，防止政策仓促出台反复运行

谈医师 不该被科研绑架，应有合理的评价体系

谈医患关系

盼更多理解，
呼吁为医生减负

制图：张江

广州评出 10 名“最美教师”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实习

生张舒丰报道：8 日晚，2019 致敬
“感动广州的最美教师”文艺晚会
在中山纪念堂举行。 6 位院士为
荣膺“最美”的 10 位优秀教师颁
发奖杯和荣誉证书。 广州市教育
系统师生代表近 3000 人欢聚一
堂，迎接教师节的到来。

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9 年“感动广州的最美教
师” 系列评选活动从 6 月开始启
动，以“专家遴选 + 社会推荐”的
方式， 先从 20 多万名广州教师

中，遴选出 21 名“感动广州的最
美教师”重点宣传人物，并接受公
众投票，最终确定 10 名“感动广
州的最美教师”。

他们是： 广州市第二中学的
张先龙、广州大学的谭平、广州番
禺职业技术学院的曹群、广州市教
育研究院的张琼、越秀区东风东路
小学的李诤、天河区启慧学校的李
娜、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学的赖宣
治、 从化区第五中学的郭东文、南
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田京、广州
市高级技工学校的赵晓霞。

五代教师世家，一生情系羊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大海、黄

宙辉， 通讯员曹磊报道：9 月 5
日， 临近 2019 年全国教师节，羊
城晚报老作者、 五代教育世家传
人、 著名教育工作者曹思彬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广州举
行。曹老从教 50 余载，著作等身，
还曾获羊晚优秀作者一等奖。

曹思彬生于 1919 年， 出生于
文化教育强镇南海大沥，曾祖父是
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曹雨村。 家
族五代人中，有数十人从事教育事
业，堪称教育世家。 1949 年前，曹
思彬曾在广东国民大学任教；1949
年后相继在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市
二中、广州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教
职。 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超过 50 年
的他于 2007 年逝世，享年 88 岁。

曹老的儿子曹磊回忆， 父亲
那一辈共有 5 个兄弟姐妹， 个个
都执教鞭； 曹磊自己也是有 5 个
兄弟姐妹，也都先后上过讲台。

9 月 5 日，教育界、书画界的
名人、师生、家属等上百人齐聚于

纪念会现场，同怀前辈风采，共缅
长者师德。

曹思彬与羊晚渊源颇深。 曹磊
回忆， 父亲不仅是一名教育工作
者，还爱好文学，发表文章近 2000
篇，编写出版近 30 本图书。“老实
讲，上过那么多报纸杂志，但我父
亲最喜欢的还是《羊城晚报》。 ”

曹思彬是羊晚的忠实订户，
在羊晚发表的文章也最多。 1997
年， 羊晚在中国大酒店举行优秀
通讯员和作者的表彰大会， 曹思
彬获一等奖， 还捧回 25 吋的大
彩电。

曹思彬笔兴所至还不忘调侃
自己， 甚至在去世前一年就为自
己撰写了讣告：“中共党员、 广州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 老作
家 某 某 不 幸 病 逝 于 某 月 某 日
……” 笑谈生死的他叮嘱后辈：
“我拟好讣告，刊登在《羊城晚报》
上。”曹磊说，父亲过世后，自己真
的在羊晚上为他登了讣告， 也算
圆了老人家的心愿。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报道：
“今年的珠洽会， 我们会把最先进
的五轴数控机床及其他新产品，包
括机器人应用，通过更简单更方便
的人机交换形式展示出来。”近日，
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
理沈显东向记者介绍该公司参与
第五届“珠洽会”的筹备情况。

记者另从珠海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获悉， 今年珠海市将有 30
家企业携百余件展品参展。

沈显东介绍， 该公司坚持自
主研发， 精益制造， 掌握工业自
动化核心技术。“我们与珠江西
岸的兄弟城市有很多相关技术方
面的洽谈， 包括产学研方面的联
合。 我们之间不光是竞争， 还有
相互的扶持”。

据介绍，2018 年，珠海格力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已申请专利 2000
多项， 其中发明专利 1000 多项，
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等 5 项核心

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
作为全球产能最大的锂离子

电池隔膜生产基地， 珠海恩捷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已实
现全自动化。 该公司生产总监李
晓晨介绍， 目前公司已建成 12
条锂离子电池隔膜湿法生产线，
年产能为 10 亿平方米。 二期项
目将改扩建新增 4 条湿法生产
线，预计 2020 年全部竣工，届时
项目可实现年产值约 40 亿元。

先进装备制造业是珠海市重
点发展的产业领域。 珠海市工信
局局长沈岩介绍，2018 年， 珠海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83.74
亿元， 增长 14.1%， 增速居全省
第一。 2018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2914.74 亿元，增速 8%。 其中工
业占 GDP 的比重为 43.14%，对
GDP 增长贡献率 74.88%。

沈岩表示， 珠海装备制造业
实力有所提升，“海陆空 + 智能制

造”特色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2018
年， 珠海市装备制造业领域的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371 家， 占全市
装备制造业企业数 （596 家 ）的
62.3%。 智能制造发展势头迅猛，
2018 年，全市机器人制造及相关
智能装备总产值 99.2 亿元， 全市
新增应用机器人 961 台套， 拥有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制造领域
骨干（培育）企业 46 家、省机器人
生产骨干（培育）企业 5 家。

聚焦珠洽会

前 瞻

拟拟建建全全球球最最大大
机机器器人人生生产产基基地地

佛
山

“海陆空 + 智能制造”特色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珠海：将有 30 家企业参展珠洽会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韬远摄
影报道：9 月 20 日至 22 日，第五
届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投资
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称 “珠洽会 ”)
将再度举办。 作为珠洽会东道主
的佛山， 如今的先进装备制造业
发展得如何？

近日， 记者对佛山先进装备
制造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

基地将年产
7.5 万台机器人
9 月 2 日， 记者走进位于佛

山顺德的潭洲国际会展中心附近
的美的库卡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 一座现代化
的机器人生产基地已经成型。

“基地已试产机器人 600
台， 全部经过机器人标定测试，
测试精度达到 0.02 毫米。 ”据库
卡中国顺德基地负责人傅生彬介
绍，目前试产的 4 款六轴机器人
主要应用于 3C、电子、一般工业
领域，今年底将试产 100~200 公
斤的六轴机器人， 很快将开始批
量生产。 基地还计划用 2~3 年时
间实现机器人装配生产线的自动

化。
与过去的国产机器人企业多

以组装、 集成不同的是， 拥有核
心技术的库卡机器人将能够实现
全产业链的工业机器人在顺德生
产。 而随着基地的建成， 基地生
产规模将达到年产 7.5 万台机器
人， 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
机器人生产基地。

记者走访发现， 除了机器人
本体制造中心外， 基地还设置了
研究中心。 研发人员正围绕着国
内制造生产环境的需求， 量身打
造符合中国用户需求的机器人。
很快， 基地还将试产内置传感
器、 可实现人机协作的七轴机器
人。

“现有的六轴机器人，还只能
待在固定的工作位， 按照规定的
轨迹去重复运作。 ”傅生彬说，七
轴的机器人， 则能够实现与人在
同一个空间协同工作， 遇到人会
自动停止， 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这一技术将能够使工业机器人胜
任更多场景下的工作。 目前，顺
德研发中心正在加紧研发， 预计
能在明年 1 月完成研发。

库卡的快速成长正是佛山机

器人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佛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调研员
张庆云介绍， 佛山以工业机器人
为引领的智能装备发展取得明显
进展。

据统计，2018 年， 佛山全市
机器人制造及相关智能装备总产
值约 55.8 亿元。 目前，佛山正积
极培育机器人研发制造和系统集
成骨干（培育）企业，着力突破国
产机器人关键核心基础零部件和
整机核心技术。

重点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
记者观察发现， 新能源汽车

产业也同样成为佛山装备制造业

的一匹“黑马”。 此届珠洽会上，
佛山将重点呈现一批新能源汽车
相关的设备， 包括佛山中车四方
轨道车辆有限公司的氢能有轨电
车、 广东南海福田汽车有限公司
的氢能源大巴、 广东爱德曼氢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的氢能冷藏车，
还有广东广顺新能源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的氢能源核心零部件等。

近年来， 拥有雄厚汽车制造
业基础、 相对完备汽车产业链的
佛山， 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在
全省乃至全国率先布局氢能产
业。

位于顺德区南方智谷片区的
新能源汽车小镇开园近一年，围
绕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两大方
向， 重点发展新能源整车、 核心

零部件、 车联网以及与之关联的
云计算、 大数据等科技产业，致
力打造集新能源汽车“高端研
发、创新运营、前沿示范、创新孵
化” 于一体的世界级汽车产业创
新生态圈。 截至目前， 示范园已
经招商入驻约 30 家企业， 还有
十多家企业有意向进驻。

据张庆云介绍， 在引进培育
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 佛山正充
分发挥汽车产业链配套完善的优
势， 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及三电
（电池 、电机 、电控 ）项目，加快推
动氢能源汽车产业在佛山集聚发
展。 2018 年佛山生产新能源汽车
1422 台，目前在建拟建产能 21.5
万辆， 这一生产能力在广东省内
名列前茅。

美美的的库库卡卡智智能能制制造造产产业业基基地地

林林曙曙光光 羊羊城城晚晚报报记记者者 曾曾育育文文 摄摄

作为省医前任院长，林曙光
亲历近年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 他坦言，随着医疗卫生事业
改革不断深化，也存在一些“瓶
颈”：一部分医改政策仓促出台、
仓促实施，也没有在一定时间内
总结其优缺点，从而导致政策反
复运行。“医改的出发点是为了
变得更好，但解决一些根本问题
有难度，甚至需要相当长一段时
间才能明晰。 希望在推出一项新
政策时，能做足充分调研。 ”

林曙光回忆， 他当院长时
期，当时的国家卫生部曾到广东
省人民医院调研药品加成的情

况，为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做准
备。“当时省医 15%的药品加成
里，有 13.2%用于医院的药事管
理 ， 用 于 医 院 运 营 的 部 分 仅
1.8%。 考虑到正规化的需要，省
医还计划增添临床药理师等，所
以药品加成只是以药养药，‘以
药养医’只是一个伪命题。 实践
已证明，药品取消加成后，医院
周边马上被社会资本的药房‘包
围’起来。 ”

林曙光坦言，药品零加成以
后也出现了一个现实问题：很多
药在医院拿不到，得到外面药房
拿药。“可这对于医生来说就是

一个矛盾，他们如果指引患者买
药，很容易被认为与药店有利益
勾结；可如果不介绍，病人又买
不到。 最近就有一名患者辗转找
药店买药，结果打车的钱比买药
的钱更贵。 再加上街边药店如果
保存不当，药品容易变质，很可
能影响药物作用。 ”

药品零加成后效果究竟如
何？ 据省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政
策实施一年后，全省公立医院收
入中药费占比下降 3.1 个百分
点，同时全省公立医院医药费用
增长率也明显下降，改革成效符
合预期。

在林曙光看来，医生属于高
风险行业，“应该高收入，但是现
实的收入确为中等偏下，而且随
着医改的板子不断地打向医院，
医生的收入越来越低。 福建三明
市医改实行年薪制，住院医生十
万元 / 年，即月薪才 8000 元。 ”

事实上，这是如今许多医生
尤其是年轻医生都可能面临的
尴尬。 那么，究竟该如何破解这
一难题？

林曙光说，从医院、医生的
角度，目前我们的医生处境有些
困难。 因为长期以来对公立医院
的投入太少，中国医务人员的收
入、 待遇世界排名较为靠后；此
外还有医患矛盾，这些都让医务
人员的尊严受到打击。

他表示， 除了这些让医生事
业受到冲击的原因外， 不合理的
评价制度， 让许多医生在工作中
不能放开手脚。“现在医生们的评
价体系里，要 SCI 论文、要拿各种

级别的基金， 科研占据了医生评
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在林曙光
看来， 如果要一名临床医生分出
太多的精力写论文、发论文，而不
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疗病人上，
就非常浪费。“科研工作一定不能
庸俗化，只有少数耐得住寂寞、有
一颗坚强的心的人才能做出来。 ”

不过，在广东，这一现状正
逐渐改变。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广东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革
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
指出，申报者申报基层卫生专业
高级职称评审时，对职称外语和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作统一
要求，对论文、科研课题要求也
不做硬性规定。

今年 9 月 3 日， 全省卫生系
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培训班上，
省卫健委对今年职称评审工作做
了部署： 今年起，30 家高水平医
院重点建设单位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职称实行自主评审； 对粤东粤
西粤北地区取得中级职称后连续
在基层工作满 10 年的全科、儿
科、妇产科、精神科、影像科等紧
缺专业技术人才， 由基层卫生专
业高评委会直接认定为基层卫生
副高级职称。 同时，广东卫生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将以医德医风、临
床能力及业绩为导向， 增加提交
申报人任现职以来， 代表本人最
高业务水平或技能的 5 份完整原
始病案或 2 份专题报告。 目的就
是让医德好、会看病、能手术、技
术高的医生脱颖而出。

林曙光特别指出：“医生应
该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医生好不
好，医院好不好，应该看他们的
临床技术水平，看他们对病人态
度好不好，而不是靠某个大学给
出的排行榜或者某个机构的评
比。 临床医生应该把更多心思放
在病人身上，应当让医学回归临
床，让医生离病人更近。 ”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
在日常工作中，大多数医生都
牢记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却
难免有人存在瑕疵，也难免有
个别患者对医院、医生心存误
解。 应当如何弥补医患关系中
不信任的缝隙，重构良好的医
患关系？

林曙光表示，目前我们应
当看清楚一个现实：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人们
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可医
疗的进步相对较慢，医疗资源
远远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出现
了“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
题。 这一差距 ， 必将长期存
在。

“这并非我国独有的问
题，即使在全民免费医疗的国
家也依然存在。 ”林曙光举了
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挪威患
者告诉他 ， 自己被诊断为胃
癌，尽管是免费医疗，可要手
术得排队 8 个月以上，他想自
费到中国来治疗。

林曙光表示，目前医疗资
源缺乏，很多医生上午的门诊
一般都要看到下午两点才下
班，医务人员在超负荷的状态
下劳动，希望患者能给予他们
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 他也指
出，广大医务人员要加强人文
医学的教育，要对患者更有爱
心和耐心，让医患关系回归正
常轨道。 与此同时，各级行政
管理部门也应当给医生减负，
“不要让医生老是去做非医疗
护理事务。 ”

林曙光呼吁，各级医院也
应该不求虚名，而应当花大精
力，重建原有的院、科一级的
临床病理、特殊病例、危重病
人的讨论会。“教授主任查房
制度一定要健全，提高对病人
的诊疗水平。 总之，医院和医
生的初心就是： 一切为了病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