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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速保障 第三方医学服务下沉基层

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吴大海 / 美编 郭子君 / 校对 朱晓明

A3

世界上本没有路，闯的人
多了，便闯出了一条路。

1989 年 8 月，广东省首
条、国内第二条建成通车的高
速公路广佛高速建成通车。
这一高速的开工建设，为全面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建设和经
营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拉开
了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
也由此按下了广东经济进一
步腾飞的按钮。

路通财就通。广佛高速
建成后，沿路的工业区几乎在
一夜之间发展起来：村村搞工
业区招商引资，车流呈现出爆

炸式增长。
以广佛高速为起点，广东

高速路网的规模越来越大。
1997 年建成的“黄金通道”广
深高速，线路北起广州天河，
途经黄埔、增城新塘，东莞市
水乡片区、主城区西部镇街和
滨海湾地区，深圳宝安和南
山，南至福田皇岗口岸，通过
落马洲大桥跨过深圳河。广
深高速建成后运营至今，一直
是中国最繁忙的公路之一。

脚下的路修好了，心中的
路更是闯通了。这两条公路作
为广东乃至全国高速公路最为
典型的代表，均以广州为起点，
也充分说明了广东人具备敢闯
敢干、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沿着高速看中国（广东）”首站
也因此从广州出发。

根据国内外高速公路发展
经验来看，一条高速公路建成3
年到 5年后，起止点两端的大
城市会沿着高速公路的走向不
断延伸发展，高速各出入口附
近会形成系列卫星城镇或经济
开发区，并以高速公路为轴线，
形成一条经济走廊。这种带动
效应在广佛高速与广深高速上
得到充分展现。广佛同城已经
部分实现，而广深高速连接着
广州、深圳两个超千万人口的
一线城市，中间则串联起被誉
为“世界工厂”的东莞。珠三角
的城市群由此崛起，广东也进
入了经济腾飞的新时代。广深
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王伟表示，在广深高速开通之
前的1994年，深圳的GDP总量
仅为567.15亿元，2020年深圳
GDP 总量为 27670.2 亿元，增
长了约49倍。

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交通
基建带来了广州沧海桑田般的
城市变迁。广州的经济发展，
也随着高铁、地铁、高快速路、

海港、空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不断发展而同步提升。现代化
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不断完
善，广州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地
位不断提升，人流、物流、信息
流在此交汇流通，形成现代经
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支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逐渐
融合，珠三角城市群开始进入
湾区融合发展时代，从相互辐
射、相互联动转为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广州正在以人工智
能和数字经济为战略引擎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广
州高质量发展。交通方面，广
州再次亮出“敢闯”精神，带头
打造湾区“306090”交通圈，
即：广州中心城区30分钟可以
到达佛山、东莞、深圳中心城
区，60分钟可以到达湾区其他
城市中心城区，90分钟可以到
达省内其他城市中心城区。
通过这一“出圈”规划，广州将
以“硬设施”带动与湾区其他
城市尤其是香港、澳门的“软
联通”，撬动更多发展新机遇。

此次交通上的最新布局，

广州也显示出了与以往主要推
动商贸、商务以及传统制造业
生产发展要素快速流动的不
同。此次布局遵循的空间指
向，旨在为与周边城市共建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走廊埋下伏笔。比如，广州地
铁18号线和广州地铁22号线
破土动工，力图立足广州南沙，

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城市群发
生关联，带动着南沙科学城与

“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
的联动。而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的逐步形成，也对连接广州、东
莞、深圳的广深高速提出了更
高的连接支撑要求。目前相关
部门正在对广深高速扩建做工
程可行性方案。

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市黄埔
区生物岛的金域医学检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这是一家
以第三方医学检验及病理诊断
业务为核心的高科技服务企
业，开创了国内第三方医学检
验行业的先河。

公司副总裁程雅婷告诉记
者，对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来
说，样本分析前的处理在整个
样本分析过程中非常重要，而
样本分析前的时间主要花在从
医院到中心实验室的运输过程
中。据了解，金域医学可提供
超过2700项检测项目，每年有

超 7000 万例的检测标本运达
各地大大小小的实验室，这背
后自然离不开公路交通设施的
完善和运输能力的保障。

“高速交通网络的发达，有
利于我们冷链物流工作的延
展，对我们检测效率和质量起
到非常好的保障作用，同时也
有利于服务往基层进一步下
沉。”程雅婷补充道。

据介绍，金域医学通过自
建 物 流 团 队 ，覆 盖 全 集 团
2300 多个物流网点，让样本
在 24 小时之内就能送达中心
实验室。在广东省内，样本运

输仍以高速公路为主，金域医
学通过 13 条自建运输干线结
合高铁运输，形成了高效的运
输系统保障。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目前，
金域医学在内地及香港地区已
拥有37家医学实验室，服务覆
盖 90%以上人口所在区域，将
上门服务网络延伸至乡镇和社
区一级，为 23000 多家医疗机
构、90万名临床医生提供医学
诊断信息整合服务，并以香
港、澳门为桥头堡，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以及“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

出圈布局交通 广州闯出

名企发展背靠强劲交通动能
高速公路保证速度，县乡道路提供广度，联动海铁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采访团一行还走进了测绘
地理信息产业集团——南方测
绘集团，其业务范围涵盖测绘
装备、卫星导航定位、无人机航
测、激光雷达测量系统、精密测
量系统、智慧城市应用等。通
过对测绘地理信息的专注和对
测绘仪器的国产化探索，南方
测绘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生
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速路前期的定点和规
划、投入使用后的路面平整度
检测，都需要使用我们的设备
和测量系统。”南方测绘集团办
公室主任吴宇欣介绍，由于广
州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和
成熟的电子设备产业链，该集
团在广州布局了GNSS生产基
地，专业研发生产高精度卫星
定位系列产品，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北斗核心技术。

在交通工具方面，无人
驾驶让南方测绘的精
准位置服务有

了用武之地。据介绍，单一传感
器存在性能边界，在行车过程中
经过隧道等GPS信号弱的地方
时，传感器就会处于检测盲区，
无法实时捕获信息。因此，通过
多种传感器组合提前采集数据
生产高精地图，就能为无人车提
供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的信息。

国内高铁的发展如何赋能
地理信息产业企业？“高铁速度
能达到 350km/h，要归功于轨
道的平顺性，而这又与测绘地
理信息的精度有很大关系。在
高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精密
测量和轨道检测事关国家和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吴宇欣表
示，南方测绘旗下拥有国内服
务面最广、业务领域最多的高
铁精密测量企业，目前他们生
产的毫米级全站仪已被用于高
铁线路的“体检”中。

南沙港区位于广州市南沙
区西岸龙穴岛，这里南向南海，
东望深圳，西靠南（海）、番（禺）、
顺（德），位于珠江三角洲地理几
何中心，位处珠江水系内河网络
与深水海港相联结的重点节点，
港区与铁路、高速公路和内河等
立体交通网络无缝衔接。

在南沙港区集装箱三期码
头，广州南沙开发区口岸办主
任罗建文告诉记者，南沙港是
政策高地、风水宝地和成本洼
地。依托发达的公路、水路运
输干线网络，珠西地区企业到
南沙港区的陆路距离和水路距
离比到其他港口更短，珠三角
西岸企业通过南沙港区进出口
的综合物流成本是最低的。

此外，高速公路作为南沙
港区多式联运体系的重要分
支，具有疏运成本低的特点，近

年来，当地在推动南沙自贸片
区、南沙港区经济发展，提升营
商环境方面落地了实际举措。

“在此前已试行三年集装箱车
免费通行的基础上，从去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南沙港快速路
对经新龙收费站进出的采用
ETC支付的4类及以上货运车
辆，全天全额免收该路段通行
费。”罗建文介绍。

在打造海铁联运出海通道
方面，罗建文透露，南沙港铁路
预计将于今年11月正式通车，
届时南沙海铁联运“最后一公
里”将全部打通。据他介绍，进
口货物从上海运输到内陆地区
通常要通过河运，这会受到丰
水期、枯水期等诸多因素影
响。未来，海铁联运能够规避
这些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减少
运输的时间成本。

在广州天河智慧城，记者
走访了两家人工智能技术公
司。有开发无人化农业生产为
农业赋能的广州极飞科技有限
公司，也有用人工智能技术产
品和服务促进智慧轨道交通领
域发展的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发展定位
和业务布局大相径庭，却同样
受益于经高速公路汇聚而来的
高科技生产要素。

“我们的研发中心和制造
中心落户广州，就是看中广州
完善的交通体系、供应链和人
才优势，可以依托粤港澳大湾
区强大的制造业。”极飞科技公
共关系与国际事务部高级总监

佟巍介绍，通过发达的高速网
络，该公司制造的无人机、无人
车等设备能远销东北、新疆、华
东等农业发达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极飞科
技致力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直
接服务农户，交通系统的完善也
有利于打通产品销售的“最后一
公里”。佟巍表示，借助高速公
路“大动脉”和县乡道路“毛细血
管”，公司产品能渗透到乡镇一
级，真正让极飞科技成为“站在
农民背后的企业”。

在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高
级副总裁刘佳看来，高速公
路、轨道交通等发展，主要带
来的是人才和生产要素流通的

加速。他表示，交通的发展让
佳都科技的人才获取渠道和范
围得到很大拓展，粤港澳大湾
区形成“一小时交通圈”，核心
技术能够快速迭代，产品能够
及时推向市场。

提速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程行欢

衔接海洋
助推南沙港区成为成本洼地

稳定飞驰
擘画测绘地理产业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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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起珠江，路通百业旺。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四十
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年年底，伴随着潮汕环线高
速等 9 条高速建成通车，广东高
速公路总里程突破 1 万公里，里
程数连续 7年位居全国第一。道
路延伸到哪里，奋斗下幸福美满
的生活就出现在哪里。

南粤大地，创新与变化日新
月异，“沿着高速看中国（广东）”
主题宣传活动最近展开。4月中
旬，首期活动在广州启动，围绕广
深高速、京港澳高速广澳段及珠
三角环线高速港珠澳大桥段，羊
城晚报记者一路探访广州、东莞、
深圳、中山以及珠海等大湾区核
心城市。

从今天起，羊城晚报推出《沿
着高速看中国（广东）》系列报道，
以高速路为经纬，探访广东 21 个
地市经济社会发展亮点。沿着高
速一路走来，读者将看到——

广州这座千年商都正焕发出
崭新活力，以“一区三城”为主阵
地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以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为战略引
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广州高质量发展；深圳这座改革
开放之城，正面临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实施综
合改革试点的重大历史机遇，奇
迹将再次上演；在东莞，渴望改
变、追求美好生活的创业者将再
出发的目标定向了科技创新制高
点；中山正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主动对接深圳先行示范
区建设，大力实施环湾区布局；而
珠海则倾力打造横琴试验区，发
挥区位优势，推动粤港澳三地规
则衔接和体制机制的衔接联通
……

新路子
上世纪末率先建成广佛高速、广深高速，带动沿线经济腾飞；

如今又力争共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走廊

文/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黄婷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4月14日，
“沿着高速看中
国（广东）”主题采
访活动拉开序幕，
首条线路从广东
广州出发，依次沿
着广深高速、京港
澳高速广澳段及
珠三角环线高速
港珠澳大桥段进
行采访。

作为活动途
经的第一座城市，
千年商都广州已
成为众多企业植
根的沃土。羊城
晚报记者走进其
中的智能制造企
业、港口企业、生
物医药企业等，
寻 找 以 公 路
交 通 发 展 串
联 起 来 的
企 业 发
展足迹。

1997 年广深高速正式通车（资料图）

广州港南沙港区

金域医学实验室

极飞科技

广深高速宝安立交

“十三五”期间，广东高速公路建设连破

“大关”——2014 突破6000 公里、2015

年突破7000 公里、2017 年突破8000 公

里、2019年突破9000公里，创下了连续7年全国第一

的“广东长度”。2020 年底，广东9 条高速公路集中通

车。至此，2020年广东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00
公里，全省高速公路突破10000公里。

粤港澳大湾区内新增添了深圳外环高速、惠清高速、花莞高速

二期等高速公路，核心区高速公路密度达8.2 公里／百平方公
里，在世界各大城市群中排名前列，粤港澳大湾区内快速交通网络
正在加快形成。

2002年至2020年，广深高速公路对沿线区域经济贡献值超

过4000亿元。
广深高速公路1994年试通车时，日均车流量为3.63万车次；

2020年，该高速的日均车流量达65万车次；在广深高速开通之前

的 1994年，深圳的GDP总量仅为567.15 亿元，2020年深

圳的GDP总量为27670.2亿元，增长了约49倍。

B 打通经脉
智能科技加速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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