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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技能
卓越之路

东东 人人广广

日复一日教孤独
症儿子生活技能

2003年，2岁的儿子楠仔被
确诊为重度孤独症，邓健娴经过
5年时间四处奔波治疗，孩子似
乎没有任何好转迹象。邓健娴
没有放弃，她决定自己来教孩
子。“久病成医”，经过多年的求
医问症，邓健娴对孤独症及其康
复培训方法已了然于心。

儿子的心智一直停留在2岁，
为了让孩子学会基本生活技能，
邓健娴没少下工夫，每个简单动
作都要日复一日不断训练。母爱
是最伟大的，在邓健娴坚持不懈
地训练下，孩子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能自己刷牙、洗脸、吃饭，能进
入特殊教育学校学习并顺利毕业。

创办康复机构为
星儿撑起蓝天

在儿子漫长的康复之路上，
邓健娴发现很多孤独症家庭都
在绝望边缘挣扎。于是在2007
年，她自费创立了三水首家孤独
症儿童康复机构——心语工作
坊，一直到2019年，该机构都是
三水唯一一所孤独症康复机构，
她的初心是希望能给孩子们最
好的治疗手段，让他们尽早重返
校园、融入社会。

“几个孤独症的家庭凑成的
工作小组，初衷是分忧、分担，相
互关怀与照顾。”她介绍，2007
年—2018 年，这 11 年时间，机
构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即便她每
月贴钱，也要维持中心正常运
营，只是不想中断孤独症孩子和
家长的康复希望。

8年过去了，她咬着牙渡过
了重重难关，培训中心的规模越
办越大。现时，1200 平方米的

培训中心有全日制学员 75 名，
非全日制学员 45 人，可以接收
零岁至14岁的儿童。“佛山对孤
独症儿童的政府购买服务，已走
在广东的前列。”她提出：“尤其
南海区每个镇街都有资源教室，
为特殊青少年建立起特教班，让
他们既有一定的空间，又可以融
入同龄人的社会。”

培训中心前后共接收培训
康复人员近 400 人，有 86 名儿
童顺利回归幼儿园，40 名儿童
回归到中小学校，30 名儿童情
况得到改善进入公立特殊学
校。中心还吸引了肇庆、清远周
边家庭过来培训。

热心公益呼吁家
长正视孤独症

在孤独症孩子的康复之路
上，家长的教育至关重要，邓健
娴发现部分家长存在一些误区，
例如逃避孩子的病情，让孩子错
过最佳干预时间；不听特教老师
的建议，不注重教育方法等。

对此，邓健娴不断开展公益
活动争取家长的配合和社会的
理解。2015年，邓健娴获得佛山
好人称号，她在云东海社区建立
志愿服务V站和“好人工作室”，
成立“心语”志愿服务队，组织自
闭症科普宣讲活动300多场，开
展“点亮心灯”“带着蜗牛去旅
行”等公益活动120多场，向群众
派发科普手册3万余册。在她的
影响和带动下，家长们意识到陪
伴和教育方法的重要性；热心企
业和社会志愿者团体也参与到
关爱孤独症儿童的行动中。

她希望政府能加大对孤独
症群体的关注和包容，创设孤独
症群体学习成长和生活方面的
环境，加强对中老年孤独症人群
的关怀。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
通讯员黎浩标报道：5月 12日，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农
业农村厅、广东省林业局、广东
省农业科学院、广州国家农业
科创中心、广东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等单位在广州共同启动

“ 巾 帼 心 向 党 喜 迎 二 十
大”——广东省“巾帼科技助农
直通车”活动。

据悉，“巾帼科技助农直通
车”活动将通过“一十百千万”
五项举措助力农业创新发展：
开展“1+1”对接，农业专家与
巾帼创业基地、合作社等农业
经营主体结对，常态化开展技
术指导；依托精勤农民网络培
训学院，开展十场技术培训直
播课；依托农科院、科创中心、
林科院等科研机构，组织百名
专家成立“省巾帼科技助农服
务团”，为企业提供科学研究和
科学技术服务以及为妇女群众
等提供咨询服务；指导巾帼创
业基地、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等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千
场科普活动；筹集千万资金，重
点向科技创新企业、新农人等
提供贴息贷款，推动产业升级。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巾帼
科技助农服务团”正式成立。
启动仪式结束后，广东省“巾帼
科技助农服务团”专家、省农科
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钟旭华主
讲了第一场直播课——《水稻
高产高效栽培理论与实践》，就
栽种技术、优质品种、病虫防治
等方面，与广东、广西3万多名
妇女进行互动分享。

百名专家将
“送课下乡”

“00后”飞控师梁振纬：

“孝老爱亲好人”邓健娴：

用爱守护“星星的孩子”

“警察”绑架富商？
《黑雾》揭开背后故事

广东公安首部扫黑除恶系列微电影上线

2019 年 2 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下发关于《“互联网+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 6 个省、直辖市
作为“互联网+护理服务”的试
点，可先行发展，积极探索社区
居家上门护理服务新模式。同
年 5月，广州确定中山一院、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广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等49家医疗机构
作为试点。

作为一项新鲜事物，市民
的接受程度如何？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护理部副主任吴剑
辉介绍，该院推出的 27项上门
护理服务，除了基础护理项目
和常用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外，
还有肿瘤相关的特色护理，如
造口伤口护理、导管维护、肿瘤
慢病护理等医院特色专科项
目，服务的对象以出院后仍需
要延续护理的肿瘤患者为主。
从启动至 2022 年 4 月，已经完
成上门居家护理服务910例，预
计 2022 年单年度会突破 1000
例，因为患者需求一直呈直线
上升趋势。

在满足患者需求，解决了
居家护理难题的同时，“互联
网+护理服务”还能充分利用
护士的专业护理资源和技能，
利用个人时间提供服务，增加
护士的收入，帮助护士实现自
我价值的提升。目前中山大学
肿瘤防治中心注册并经过培训
的“网约护士”有 290 人，中山
一院全院护士完成资质审核及
网上注册者共有647人，说明护
士对这些工作的认可度和参与
积极性比较高。

广东省护理学会“互联网+

延续护理”专委会主任委员林
芳宇介绍，“互联网+护理服务”
能有效解决医院病区压床问
题 ，促 进 医 疗 资 源 的 合 理 配
置。中山一院上门服务的一例
结核性胸膜炎患者，此前因有
胸水不能拔掉胸腔闭式引流
管，患者担心出院后需要多次
返院实施伤口换药和更换引流
管不肯出院。当听说“互联网+
护理”能上门提供护理服务，患
者当天办理出院手续，其后护
士们共为他上门服务5次，直至
胸腔闭式引流管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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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护理”试水两年
患者需求呈直线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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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费如
何收取？

护理上门所产生的治疗
费用、材料费、药费等按照门
诊收费，此外还额外收取上
门服务费，目前这个费用各
个医院并未统一，据记者了
解，这个费用从两三百元一
次到一千多元不等。

例如某医院每次收取的
上门服务费为1350元，该院项
目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为了保障服务质量与安全，每
次上门护理会派出两位护士，
这笔费用中去除掉管理费和
为护士购买保险，每位护士得
到的报酬为400多元。中山大
学肿瘤防治中心收取的上门
服务费为 400 元，每次上门服
务派出一名护士。

对于上门服务费，吴剑
辉认为，这些提供上门服务
的护士本身经过专业训练，
有着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
上门服务也是利用护士自己
的休息时间，服务加上路上
交通，两三个小时实属正常，
合理的报酬才能保障护士们
的积极性。

院外出现意外
纠纷咋办？

在院外进行护理操作，
风险远远大于院内，万一出
现纠纷该如何处理，目前仍
缺乏具体指引与法规保护，
这也让部分医院管理者存有
疑虑。

据介绍，某医院曾接到
一名透析患者，很长时间没
有来院复诊，预约护士上门实
施抽血和更换透析管。但第
二天护士还没上门，患者就去
世了。这让医院感到“后怕”，
如果患者在护士上门换管后
当天出现这个问题，就很难界
定是患者的病情出现变化导
致的死亡还是上门服务操作
后出现的问题。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
参考“行车记录仪”的方式，
为护士们配置摄录仪，从入
户服务后的第一时间开始进
行实时录像并远程传输，借助
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医
疗纠纷的可能性，保护患者和
医护人员双方的权益。

在“掌上时代”，动动手指，我们
就可以在手机上购物、订餐，甚至能
让护士上门提供护理服务。“互联网+
护理服务”在广州已经试水两年，截
至2021年12月，广东省共186家医
疗机构参与，从业护士达11709人，
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19万人次。

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多家医
院都在医疗质量、风险、价格等方面
不断摸索，有困惑、有疑虑，但目前，
“患者、护士、医院”三赢的态势已经
初露端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家
“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医疗
机构搭建的平台基本都设有患
者端、护士端、管理端，这意味着
患者或家人可以在手机上自助
预约、下单，护士可以在手机上
接单，管理者可以在后台进行管
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
“互联网+护理服务”平台不

断升级，目前已经实现线
上线下闭环管理，实现实
时收费、原路退费，真
正解决护士在居家护理

过程中对需要病
人补交费、多收
费用退费的难问
题。

有了互联网
的助力，让护理
上门更方便的同
时，也为护理上
门的风险控制和
医疗质量把控保

驾护航。以中山一院为例，患者
在手机上下单后，管理端护士通
过全景病例及患者填写的资料
对患者实施初步评估，评估通过
后再向护士派单。护士出门前
需要在平台点击“确认出门”，服
务完成后点击“服务结束”。在
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有疑问上门
护士可随时在线上与后台沟通，
关键信息都要拍照上传，做到全
程留痕。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采
用的是病人首次评估由首诊护
士负责，并签订知情同意书，接
单护士出诊前再电话评估病人，
必要时需要病人补充提供相关
资料，护士上门后再次评估病人
及居家环境，然后开始操作，完
成后及时记录上传至信息技术
平台，这样既可以将上门护理服
务及时在线上记录，也可以为患
者生成“线上医疗档案”，方便下
次提供时参考、评估。

试水两年，患者需求直线上升

全程留痕，互联网助力风险控制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技能为匙
登上世界舞台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参加2019喀山未来技能大

赛之前，梁振纬是学校无人机竞赛
队的队长。“我们竞赛队拥有第一
梯队的实力，后面采取了淘汰机
制，最后是我的教练选中了我。”

这场比赛的“入场券”并不
好拿。“不是单纯的实操飞行，从
理论到设计建模、组装调试、诊
断维修，再到自动飞行编程、
FPV 穿越……无人机所有的部
分都考。”梁振纬说道。

为了学习编程，队伍还专门
开设了一个编程班，梁振纬从零
开始学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用自己写的代码让飞机飞起来。

备赛集训是乏味痛苦的，
同时也是有趣快乐的。

“组装两小时，飞行两分
钟”的滋味，梁振纬体验了无数

次。“竞赛机就像是我们的‘儿
子’一样。”

最忙的时候，梁振纬每天
就睡四五个小时，但他依然斗
志满满，“起床之后，第一时间
就会想把难题攻破。”

正是凭借着对技能的执着
追求，年仅 18 岁的梁振纬便站
上了世界舞台，一举摘得了喀
山未来技能大赛无人机操作专
项赛银牌。

这份热爱，同样没有辜负
梁振纬。

独当一面
热爱成了事业

“我在入学之前，对自己的
人生规划并未有明确的目标，
但经历了那么多比赛后，我明
确了无人机是我所热爱的，想
把它当做我的事业发展。”

如今的梁振纬，已经是独
当一面的研发工程师了，主要

负责无人机教具的开发、竞赛
项目的研究。

工作的第一年，他就开始
负责模块赛事的制作。“一些比
赛规则、比赛机型的制定，都需
要我不断摸索，好像回到学校
的状态，每天去研究，晚上 12
点之后才打卡下班，最晚会到
凌晨一两点。”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
己逐渐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从比赛者到教练。

“我们做无人机教具的初
衷，就是为了跟学校一起培养
无人机行业的人才。”梁振纬介
绍，无人机教具模拟了市面上
所有行业用机的应用，“通过教
具模拟应用给学生看，可以让
学生尽快与社会接轨。”

关于未来
将不断探索尝试

随着无人机行业智能化、

自动化发展，梁振纬也在为无
人机人才培养注入更多前沿思
考：“我们现在研究的教具、开
展的培训和课程都越来越注重
契合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也更
注重学生在开发、算法等方面
的能力。”

关于未来，梁振纬从未停止
对于“天空”的畅想：“我希望
能在自己已有的编程基础上，
进一步训练嵌入式开发能力，
这是无人机领域更深层次的
技术。争取有朝一日能开发
出更多 样 性 、更 多 可 能 的 无
人机机型。”

“我还在筹备无人机中控
台的开发工作。一旦成功，无
人机将实现全面自动化，不再
需要人工换电池、调整相机等，
极大提升无人机应用的效率，
对于行业将是一个巨大的突
破。”梁振纬说：“我觉得自己应
该有这样的担当，也有这个能
力去探索尝试”。

“激动！”2019年8月，18岁的梁振纬站
上了喀山未来技能大赛的领奖台，戴上了无
人机操作专项赛的银牌。

在这场世界级大赛后，梁振纬不仅成为
同学里第一个走向社会、面对更加广阔天空
的人，还顺利成为一名无人机研发工程师。

从曾经的参赛者到出题者，梁振纬更坚
定了自己从事无人机事业的决心。“拥有自
己的一技之长最为重要！”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正杰

图/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
通讯员粤公宣报道：一伙歹徒竟
然假扮警察，改装警车，光天化
日之下绑架富商？这一幕是微
电影《黑雾》中的场景，改编自真
实案件，讲述广东公安扫黑除恶
故事。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了
解到，为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推
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
实，形象展示广东公安在扫黑除
恶工作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广
东省公安厅扫黑办和新媒体中
心联合珠海、惠州、湛江、清远、
揭阳等五市公安机关共同拍摄
制作了广东公安首部扫黑除恶
系列微电影《黑雾》。

据了解，2022 年 5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
法》正式施行。该法是我国第一
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反有组
织犯罪工作的法律，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标志性成果，是常态
化扫黑除恶的法治保障，对于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
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确保人民安
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
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在此背景下，广东公安首部
扫黑除恶系列微电影《黑雾》正

式上线。
《黑雾》系列微电影一共五

集，情节改编自珠海、惠州、湛
江、清远、揭阳市公安机关侦办
的典型涉黑涉恶案件，生动讲述
了广东公安坚持打击主责主业，
对黑恶势力犯罪始终保持严打
高压态势的故事；坚持群众路
线，以办好“平安厅”信箱为抓手
深化线索核查的故事；坚持“打
伞破网”，深挖黑恶势力“保护
伞”的故事；坚持“打财断血”，
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故事；
坚持标本兼治，铲除黑恶势力滋
生土壤的故事。

系列微电影通过电影的叙
事方式、现实主义的手法，聚焦
重点区域、行业领域或者场所，
艺术化地表现了“村霸”“沙霸”

“渔霸”“气霸”、网络“套路贷”
以及跨境有组织犯罪等人民群
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
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

主创人员介绍，系列微电影
每一集案件看似无关，却又相互关
联，充分展示了扫黑除恶的必要
性、严峻性、复杂性，让观众从中真
切感受到广大公安民警勇往直前、
不惧牺牲、忠诚奉献的伟大精神，
也体现了广东公安有黑必扫、除恶
务尽、匡扶正义的坚定信念。

广东多部门
启动“巾帼科技助
农直通车”活动

邓健娴是一位重度孤独症儿
童母亲，自从孩子2岁确诊后她便
独自带着幼子四处求医、寻找康
复机构，但经过 5 年艰辛的治疗，
儿子仍然没有丝毫进步，她便决
定由自己来教孩子，在她日复一
日、坚持不懈的训练下，儿子终于
能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当她
看到其他孤独症家庭遭遇同样困
境，便勇敢站出来，创办了佛山市
三水区第一家民办孤独症儿童培
训中心，为数百个家庭提供各种
支援，也为“星星的孩子”燃点康
复的希望之光。技能为梦想插上翅膀

“网约护士”改变了
九旬患者术后护理路

90多岁的林奶奶去年因多器官功能
损害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病
情稳定后办理了出院手续，但需要长期
插胃管持续鼻饲维持营养，每40天左右
需要到医院重新插一次胃管。这让家里
人很是犯难，因为林奶奶长期卧床，每次
去趟医院，需要至少两位家属请假陪
同，还必须要120搬运，更重要的是每一
次搬动对林奶奶的身体都是一次巨大的
考验。

得知中山一院有“互联网+护理服
务”，家人就通过医院APP下单，预约护士
上门更换胃管。由于插胃管时老人需
要不断吞咽配合，而她只能听得懂潮汕
话，在住院时病区里有个潮汕籍护士每
次给林奶奶插胃管都特别顺利，于是

家人下单时都特别“点将”，希望那
个“会说潮汕话的姑娘能

来”。于是“互联
网+护理服务”后台
管理端特意把单派给
那名护士，同时安排一名
搭档配合。

她们每次上门为林奶奶
换了胃管后，还指导她的家人如
何保持胃管通畅的方法、如何固定
胃管避免脱出、鼻饲的体位、每次鼻
饲量和鼻饲液的温度、如何实施脉冲
式冲管、鼻饲过程的观察要点、保持口
腔卫生、置管过程不适的处理方法等。
同时，告知家属下次更换胃管的时间，使
用过程如有疑问题可随时电话咨询。

截至目前，林奶奶已经享受“互联
网+护理服务”上门更换胃管9次。家人
对这项服务非常满意，特意给医院送来锦
旗和感谢信。

热点聚焦

1.

2.

案
例

省二医“网约护士”王佳玲、杨惜上门给患者更换胃管 图/医院提供

广东公安首部扫黑除恶系列微电影《黑雾》上线 广东公安供图

梁振纬正在调试无人机 受访者供图

邓健娴在给孩子做康复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