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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府答复透露，当前广州已
经建成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综合医院等

其他类别医院中医药科室为骨干、 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为基础、中医门诊部和诊所为补充、覆盖城乡
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 至 2019 年年底，广州有中
医医疗机构 1097 间； 中医床位 14230 张，平
均每千名常住人口中医医院床位数为 0.93 张；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10141 人， 平均每千名常住
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为 0.66 人。 广州平均
每千名常住人口中医床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
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广州市政府日前对该提案作出
正式答复，答复表示，广州目前正着
力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建设。 加强技术集成和工业创
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形成较
完整的产业链。

广州还将打造中医产业一体化
发展基地。 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战略，加快推进《行动计划》各项重
点任务落实， 用好用足广州医疗医
药基础优势，聚焦产业与社会需求，
推动市场资源有效对接和高效整
合，打通临床应用转化不畅的关节，
打造具有强大市场资源整合效应的
中医产业一体化发展基地。 目前，中
医“治未病”提升工程已纳入市政府
2020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有利
于推进广州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
发展的总体规划实施，构建涵盖“未
病先防、 既病防变、 愈后防复”的

“1+4 模式”中医“治未病”体系。
广州市政府答复表示， 广州将

打造中医药产业高地。 深化与港澳
的中医药合作， 建立与香港特区政
府中药检测中心、 澳门中药质量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及伙伴实验室的
合作机制。 按照国际认可的中医药
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合作开展广东
省岭南地道药材、中成药大品种、中
药配方颗粒等质量标准研究制定。

鼓励港澳参与广州中医药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 加强中医药科技成果转
化，推动重大新药创新，有序开展中
药二次开发。 支持“大南药”品牌建
设， 做好传统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传
的保护传承。

提案答复说， 将深入推进南沙
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 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和粤港澳全面合作示
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 深入推进国
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 已推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中
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广州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沙院区等国
际领先、 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医院落
户；同时积极通过自贸区、大湾区等
渠道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南沙试点实
施进口药、 医疗器械特殊审批进口
等先行先试政策。

下一步， 将加快省中医院南沙
医院、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建设。 鼓
励非公有制中医医疗保健机构连锁
经营。 支持中医药相关健康产品研
发、 制造和应用， 推动中医药现代
化、标准化、国际化发展。 发展中医
药特色旅游、游学线路，鼓励国外中
医爱好者在南沙学习中医、 享受中
医药服务， 推动中医药服务及产品
向国外传播，提高国际竞争力。 推动
中医药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答复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较好的中医药发
展基础，集聚了发展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的人才优势、研发优势、市场
优势，是中医药综合改革的重点区
域。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是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首个落地项
目，是澳门发展中医药产业的重要
载体和平台。 产业园围绕“国际级
中医药品质控制基地”和“国际健
康产业交流平台” 的两个核心目
标，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及
大健康产业发展。 目前，产业园携
手广东省中医院、国医大师等专家

团队及国际知名酒店集团 ， 围绕
“医疗 + 养生 + 酒店” 三大要素打
造瑞莲庄（横琴）度假主题酒店。 旨
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技术与文化精
髓，打造国际级的中医药健康养生
示范基地。

下一步， 广东将继续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中医养生保健产业化建
设，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措施，加强
中医药保健养生的科学研究及人才
培养工作。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 大力支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中
医药事业和产业， 为社会经济发展
作贡献。

议议事事厅厅
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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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答复政协委员关于发展大湾区中医药产业的提案建议：

广东将继续推动中医养生保健产业化文 / 薛江华 邵启文 周艳春

池晓玲建议， 明确中医养生
保健产业的内涵， 完善法规制
度， 分级监督管理。 应当明确中
医养生保健诊疗与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非医疗）的界限与区别，明
确监管的主体， 建立分级监督管
理制度， 加强传承与创新， 提升

中医养生保健产业的中医内涵
（核心技术） 学术理论是中医养
生保健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加强中医药理论方法继承，
加强对中医经典、名医经验等的挖
掘、整理与应用，凝练、升华中医养
生保健的学术理论，用以指导中医

养生保健诊疗与中医养生保健医
药产品、医疗器械等的创新，并不
断在临床推广应用制定相应的监
督管理政策措施， 保证中医养生
保健产业的发展。 培养不同层次
的中医养生保健人才， 为中医养
生保健产业化提供保障。

涂志亮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
目前中医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力引进各
类大型三甲医院以及国际医疗机
构， 但目前仍缺乏有力的第三方
医药服务后台以及深入社区基层
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

此外，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中医
药产业载体多以现代中医技术主导

型、中医医养服务主导型、中医药物
流、 中医药展贸主导型等单一产业
功能环节主导载体为主， 无法真正
有效形成市场化的“创、产、供、销、
用”中医药产业一体化发展网络。

涂志亮建议组建广东省大健
康产业发展基金 ， 扶持优秀企
业。 重点支持社会办医、 促进医
养结合，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标

准化与国际化发展， 在南沙新区
等自贸试验区开展中医药健康服
务国际合作区建设。 组建大健康
产业基金， 通过基金投资企业的
方式实现市场化筛选， 形成优质
企业助力大健康产业特别是中医
药产业发展。 同时，引进连锁化、
品牌化、 国际化企业， 推动湾区
中医药产业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有庞大的健康
消费市场，且粤港澳三地均有深厚
的中医产业、人才、文化基础，具有
发展中医大健康产业天然优势。广
东省政协委员涂志亮在今年省两
会期间提案建议组建广东省大健
康产业发展基金， 扶持优秀企业，
推动大湾区中医药产业一体化发
展。省政协委员池晓玲也提案建议
明确中医养生保健产业的内涵，完
善法规制度，分级监督管理。

对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日前
答复表示，广东将继续推动粤港澳
大湾区中医养生保健产业化建设，
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措施，加强中
医药保健养生的科学研究及人才
培养工作。广州市政府也于日前答
复表示，将深入推进南沙国家健康
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中医产业
一体化发展基地。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科研人员正在认真工作中（资料图）

鸟瞰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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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摄影报
道：13 日，黎国雄国际烘焙大师工作室
签约揭牌仪式在广州市高新医药与
食品技工学校举行。黎国雄是烘焙业
首个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和中
国名厨五星勋章的行业名人，他表
示， 希望通过工作室推动技工院校
的专业建设，擦亮“广东技工”工程
的品牌，助力“广东技工”工程、“粤
菜师傅”工程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合作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据介绍， 大师工作室将对高新
学校的师生提供技能提升课程，每
月邀请国内顶级导师给师生们授
课， 同时通过组织师生参加各类大
赛为背景的“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学赛结合” 的教学模式， 提高人才
培养的质量。

此外，黎国雄表示，还将进行中
西点专业的资源整合， 让更多师生
可以通过大师工作室， 近距离接触
到全中国最优秀的中、 西点行业的
导师、 全国优秀的餐饮企业， 促进
学生的高品质的学习、实习、就业，
从而实现“技能成才，技能创未来”
的目标。

对于本次合作， 黎国雄表示这
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很期待通过
与技工院校的合作，希望通过工作
室这个‘窗口’，把我最好的资源、
赛事的经验在工作室落地， 同时，
也能与省内更多的技工院校展开
交流、学习、合作，培养更多的‘大
国工匠’。 ”

“我们将充分发挥大师的‘知
识宝藏’， 借助他丰富的行业经验
和卓越的技能，参与到学校专业建
设、产教融合、技术创新、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深化产教融
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
水平。 ”高新教育集团董事长张天
培告诉记者。

●广东技工人才已超千万

据省人社厅数据显示， 目前广
东“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
政” 三大工程已取得一定成效———
广东技工人才队伍数量已达 1249
万， 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400 万，
规模在全国走在前列。

“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
经济产业结构进入了新的
发展阶段，逐步由劳动密集
型向知识、 技术密集型
转变，高技能人才总
量、素质和结构与社

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需求不匹配，
这成为产业升级的瓶颈。

黎国雄表示， 此次大师工
作室的成立，期待能通过这个
平台实现技艺传承和将
创新技术转化为成
果，广泛开展高水平
技能人才的
培养。

羊城晚报讯 滴滴顺风车自
2019 年 11 月 20 日恢复试运行，
已在全国 300 个城市重新上线 。
13 日，滴滴顺风车发布《试运行安
全透明度报告》，首次对外披露安
全情况。 报告显示，试运行期间，
滴滴顺风车共驳回不符合准入的
车主近 32 万人，未发生刑事及治
安案件。 用户关于车内纠纷的安
全投诉共 216 起， 超四成为虚假
投诉。

报告显示，试运行期间，驳回
不符合新认证要求的车主 317792
人， 对 824 名有违规行为的用户

永久暂停服务。 安全投诉方面，在
查实有效的 119 起安全投诉中，
车主投诉乘客 74 起，投诉数占比
超六成，是乘客投诉数的 1.64 倍。
投诉案例中，多数为司乘双方
因沟通不畅引发纠纷及
言语冲突， 共 106 起，
其中车主投诉乘客 72
起。 还有 13 起性
骚 扰 投 诉 ， 其
中 11 起 言 语
骚 扰 ，2 起
肢体骚扰。
（严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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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份是蜱虫活跃期
外出游玩做好预防措施

广东省疾控中心提醒：

羊城晚
报 讯 记 者

余燕红、 通讯
员粤疾控报道：最

近全国各地陆续出
现市民被蜱虫叮咬的

新闻。 为此，广东省疾控
中心提醒，6-8 月份是蜱虫

活跃期，市民平时应尽量避免
在蜱虫的栖息地如草地、 树林等

环境中长时间坐卧。目前，广州三甲

医院尚未发生蜱虫病病例。
羊城晚报记者走访时， 发现二

沙岛的草地上有不少市民在纳凉
歇息， 随机采访了十多名市民， 绝大
多数人并不知道怎样鉴别蜱虫。 至于
如何应对蜱虫咬伤，更少有人知道。

据了解， 蜱虫一般呈红褐色或灰
褐色，长卵圆形，背腹扁平，体型从芝
麻粒大到黄豆大小不等。 一般在植被
茂盛的山区和丘陵地带， 草地、 森林
等野外环境多见， 也多存在于城市的
大型公园、植被茂盛等地区。

广东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蜱虫病
会不会传染，取决于蜱虫本身是否携带
有病毒，只有带病毒的蜱虫咬人才会传
染， 并非所有被蜱虫咬伤的人都会发
病，目前该病死亡率极低，不必恐慌。

一旦发现被蜱虫叮咬， 不建议用

火烧、拍打、涂抹凡士林等“暴力”的方
式处理叮咬在身上的蜱虫， 一来身体
碎掉的蜱虫体液还可能导致感染，其
次这些方式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蜱虫在
你的皮肤上越钻越深，甚至“头部”留
在皮肤里。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 用小镊子贴
近皮肤的位置轻轻夹住蜱虫头部，垂
直皮肤方向把蜱虫拉出，随后用碘酒
或酒精消毒被叮咬的部位。 没有把握
的市民应马上到正规医院处理。

要提醒的是， 市民周末去草地游
玩时， 做好防护措施， 如穿长袖衣裤
和袜子， 不要赤脚或穿凉鞋在草地等
地区行走； 使用含有派卡瑞丁、 驱蚊
酯、 柠檬桉油等成分的驱蚊剂。 从草
地回来， 如出现发热、 叮咬部位发炎
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诊。

医生：耽误急救加重误吸“倒立控水”救溺水者？

烘烘焙焙专专家家牵牵手手技技校校
共共同同培培养养技技能能人人才才

滴滴顺风车首次披露安全情况：

驳回不符合准入司机近 32 万人

拟通过工作室推动技工院校的专业建设， 助力
“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工程

羊城晚
报讯 记者

张华报道：随
着 天 气 转 热 和

暑假到来，学生溺
水事故也进入多发

期。 溺水后，不少人以
为背起溺水者跑一圈，把

水倒出来孩子就能获救。 近
日，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医师黄汉超告诉记者，倒

立控水不可取，这并不是对溺水者明
智的施救方法。

黄汉超解释，“倒立控水能够把
水控出来，但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 控水拖延心肺复苏， 会加重误
吸，明显增加死亡率。 其次，水能成
为阻塞气道的异物，因此不要浪费时
间用腹部或胸部冲击法来控水。 ”

面对溺水者，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呢？ 黄汉超说，一般来说，把溺水者
救上岸后， 首先要判断患者的神志、

呼吸、脉搏，根据这三者的情况来给
予不同的施救方法。

当溺水者神志不清，但有呼吸心
跳，应为其清理口腔异物，呼叫 120，
给溺水者保暖，等待救援人员或送医
院观察； 如果无呼吸心跳， 有脉搏，
类似“假死”状态，患者喉痉挛，无呼
吸，脉搏微弱濒临停止，此时应给予
开放气道、 人工呼吸。 当恢复呼吸
后，可侧卧位，等待救援人员。

如果无反应， 无呼吸无脉搏，则

即刻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人工
呼吸、胸外按压、电击除颤，切记同
时呼叫 120。 根据 AED 的提示操
作， 并持续复苏至患者呼吸脉搏恢
复或急救人员到达。

值得注意的是， 溺水者复苏，人
工呼吸很关键。 根据《2016 年国际急
救与复苏指南》， 在胸外按压之前应
先进行 2-5 次有效的人工呼吸。因为
缺氧是溺水的根本机制，所以在第一
时间给溺水者提供充足氧气。

中消协：缺乏科学依据！戴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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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记者马灿

报道： 受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 ，许

多学校持续采用线上
方式开展教学， 一些商

家开始炒作电子产品的
“蓝光危害”，宣传推销能“预

防近视、保护视力”的防蓝光眼
镜、防蓝光贴膜等产品。 13 日，中

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醒称，电子产品
的蓝光并非导致近视的“罪魁祸首”，
防蓝光眼镜选择不当反而有害无益。

无蓝光致近视的直接证据
中消协指出， 电子产品的蓝光并

非导致近视的“罪魁祸首”。 据专家介
绍， 蓝光只是具有造成视网膜损伤的
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与视网膜接
收到的蓝光剂量有关。 也就是说，蓝
光照射只有达到足够的时间和一定
强度后才有可能造成视网膜伤害。 还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蓝光对眼睛的主

要伤害可能是会导致眼底出现黄斑病
变，但这是在长时间、高强度的照射下
产生的。 而且，目前医学界认为，影响
黄斑病变的主要因素是年龄， 而不是
蓝光。

其实， 质量合格的电子产品已
经过滤了有害的短波蓝光， 其蓝光
危害值基本都处于无危险级别。 即
正确使用手机、 平板电脑所接触到
的蓝光一般不会对眼睛造成损害 。
目前也没有蓝光导致近视的直接证
据。 因此家长不必过分担忧所谓的
“蓝光危害”。

眼镜选择不当反而有害
但是， 防蓝光眼镜选择不当，对

预防近视有害无益。
多位专家指出， 医学上暂时还

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防蓝光眼镜等
产品在防控近视方面能够起到显著
效果。 相反 ，因防蓝光产品数量众
多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如果选购
不当 ，反而容易给孩子的眼睛带来
伤害。

专家指出，当前的防蓝光眼镜多
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有的产品对损

伤眼睛的短波蓝光没有防护效果；
二是有些产品完全屏蔽了蓝光 ，即
过度防护； 三是由于防蓝光镜片大
都带有颜色，这就会造成一定的“色
偏”，如果长时间使用，反而容易加
剧视觉疲劳。

在防蓝光产品中，除了防蓝光眼
镜外，防蓝光贴膜在消费者中也颇有
市场。不过，根据测试显示，部分标称
具有防蓝光功能的贴膜虽然能起到
一定的防蓝光作用，但电子产品自带
的护眼模式在防蓝光方面功能更加
全面、效果更加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