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
雄如此，由来是广州。”记者11日获悉，
10月13日至17日，广州市越秀区将重
磅推出 2023 年海丝文化节系列活动。
活动以“帆起南越 丝语千年”为主题，
一连5天精彩不断。

穿越古今
一条文旅线串起五处史迹

越秀区是推动和见证海上丝绸之
路发展的重要节点。在国家文物局公
布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首批
申遗遗产点名单中，广州6处史迹有5
处在越秀区，分别为南越文王墓、南越
国宫署遗址、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
墓、光孝寺。

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何愿飞介绍，今年恰逢改革开放 45
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越秀区通过举办海丝文化节，打造全
新的文化活动品牌，讲好海丝故事。

何愿飞介绍，活动期间，越秀区推
出一条串联五大海丝史迹点的旅游线
路，并设置艺术打卡装置，通过展览展
示、互动表演等形式彰显海丝文化魅
力。活动将深挖史迹点的历史故事，
打造海丝主题剧本游，组织海丝游径
city walk，招募海丝文化“品鉴官”，
邀请港澳青年、外国友人和市民群众
开启穿越千年的海丝之旅，呈献丰富
多样的文化体验。

文化碰撞
四大会场活动精彩纷呈

本次海丝文化节还将打造四大各
具特色的活动场景，分别是风情海丝
主会场、绿美海丝分会场、魅力海丝分
会场、古风海丝分会场。

其中，风情海丝主会场设在广电城
投 686创意园，将举办活动开幕式、专
场演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观众一睹海丝沿线国家的异域风情，

感受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碰撞。
古风海丝分会场设在五仙观-南粤先
贤馆广场，将举办“山海沙龙”走进五
仙观、《图说羊城·非遗传承》新书发布
会等活动。

何愿飞表示，主办方还将在南粤
先贤馆举办“坡山丝语”雅集，以五仙
观坡山古渡为切入点，邀请十余位专
家学者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与越秀”
等主题，共话海丝之路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海丝文化的当代演绎，为谱写
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新篇章贡
献智慧。

海丝文化节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开展海丝文化节活动，将
展现新时代越秀商贸、文化发展成
效，讲好新时代海丝故事的有益实
践，让更多人走进越秀、了解海丝，进
一步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增强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

沉浸体验
打造不一样的海丝奇妙夜

宋朝的广州，得益于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带来的商机，来自外国的人们络
绎不绝，夜市蓬勃兴旺。记者了解到，

海丝文化节组委会以此为灵感，策划
了夜展、夜游、夜话、夜市、夜娱、夜购、
夜赏七大“夜玩法”，打造不一样的海
丝奇妙夜。

其中，“夜展”打造的“海贸枢纽
——越秀与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在南粤
先贤馆临展厅举行，将持续至明年 2
月。此外，南粤先贤馆负一层展厅、高
剑父纪念馆、越秀区图书馆等地还分
别举办以海丝贸易为主题的通草画作
品展等展览。

“夜市”以古广州蕃坊为原型，在
五仙观-南粤先贤馆广场开设海丝主
题复古文创市集，打造沉浸式汉服游
园体验，梦回唐宋的千年蕃坊。

系列活动还将邀请第 134 届广交
会境外参展商走进越秀，共同体验海
丝文化、广府美食和商贸氛围，感受古
越今秀的风采魅力。

记者还了解到，10 月 14 日，2023
“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
（简称“山海计划”）将在广州越秀区五
仙观举行第三期“山海沙龙”。活动邀
请《雄狮少年》出品人、易动传媒董事
长程海明和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白蛇传·情》监制黄昌宁作为分
享嘉宾，以“本土电影的国际传播”为
主题进行精彩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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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游径沿线街道将打造古风打卡点，营造浓厚的海丝文化氛围 通讯员供图

再现“南越海丝千年辉煌”
广州越秀推出海丝文化节系列活动，13日至17日

一连5天精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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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花名册、志愿服务建设
方案、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救助台账
……走进服务站，档案柜中数百个文
件夹记录着在花都区就业创业的新田
籍退役军人的详细资料。

新田县地处湘粤边界，是劳务输
出大县，全县约 10万人在外务工，其
中退役军人3000余人，主要集中在广
州、深圳、东莞等地工作。

为让这些身处异乡的退役军人感
受到“家”的温暖，广州市花都区和湖
南省新田县两地合力，于 2020 年 12
月 25日挂牌成立“湖南省新田县驻广
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退役军人服务站”，

开创了全国跨省建站服务退役军人的
先河。

同样是退役军人的服务站工作人
员，非常明白服务站对于“战友”们的
意义。服务站成立后，工作人员通过
各种渠道收集在花都区务工的新田籍
退役军人信息，目前已建立了近 300
名在花都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台账。

据悉，该服务站退役军人“一人一
档”台账，不仅包括退役军人的基本信
息，还对退役军人的专业特长、就业创
业等信息进行归纳，实现“一人一策”
精准帮扶，筛选发布就业信息、创业政
策，扩大退役军人就业渠道。

在珠三角的繁华街道，在粤东的
海岛之上，在粤西的田间地头，在粤北
的青山峡谷……经过近五年的建设，
27796 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分布
在广东各地，切实打通服务退役军人

“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遍布全省
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不断引导广
大退役军人投身制造业、乡村振兴、志

愿服务等领域，点亮广东高质量发展
的“星星之火”。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广东
最北、最南、最东、少数民族最多等具
有代表性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
在碧水青山间寻觅尊崇荣光，聆听广
大退役军人投身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案例。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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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建站 异乡有“家”

湖南新田县驻广州花都区新华街退役军人
服务站，为在粤新田籍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帮助

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红
珠路11号，一块挂在墙上的“湖
南省新田县驻广州市花都区新
华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牌子格外
醒目。这里是全国首个跨省建
立的退役军人服务站。据了解，
该服务站成立以来，粤湘两地打
破区域限制和行政壁垒，实现就
近能办、异地可办的退役军人服
务新模式，引导退役军人为广东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11
日，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第 38届年会
在山东临沂召开。会上揭晓了2022年
度赵超构新闻奖评选结果，羊城晚报
共有6件作品获奖，其中新闻一等奖3
件、三等奖1件，专栏一等奖1个，版面
一等奖1组。

获新闻一等奖的为：《全国首批粤
港澳大湾区律师“诞生”》（作者：董柳
王楠 薛江华；编辑：袁婧 黄丽娜 林

洁），《“容庚文化”无关容庚》（作者：朱
绍杰 李妹妍 柳卓楠 丁玲；编辑：陆德
洁），《从“孩子”到“妈妈”霞姐的福利
院人生》（作者：符畅 黄丽娜；编辑：傅
铭途）。

获新闻三等奖的为：《彻夜不眠寻
找奇迹 莫埌村村民忙碌不停》（作者：
谢小婉；编辑：徐雪亮 郑宗敏）。

另外，《经济新动能 民企新力
量 创二代来啦！》（作者：集体；编辑：

集体）获专栏一等奖，羊城晚报 2022
年 3 月 8 日 A5 版（编 辑 ：卫 轶）获版
面一等奖。

赵超构新闻奖是中国晚报界的
最高奖项，每年评定一次，以已故的
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晚报界泰斗式
人物赵超构先生的名字命名。2022
年度赵超构新闻奖评选共有 144 家
中国晚协会员单位报送了 700 余件
参评作品。

羊城晚报6件作品
获2022年度赵超构新闻奖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通讯员穗
人社宣报道：11日，粤港澳大湾区产教
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成立大会暨“产
教评”技能生态发展论坛在广州市南沙
区举行。

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
培养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一个多
元化、跨区域、非营利性的技能人才培
养联合组织，由广州市人社局、市发展
和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总工
会、南沙区人民政府指导，湾区高校和
职业院校（技工院校）、行业龙头企业、
专业人才培养培训机构和其他社会组
织等自愿参加。

联盟紧贴产业发展、新技术发展，
设立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智能网与新能源汽车等 14 个专
委会，旨在通过政、校、行、企联合发力，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全面推动技
能型社会建设。

会上，联盟就现代高端设备、人工
智能等10个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项
目，集中与项目合作机构签订培育协
议。联盟将建立培育专员服务机制，提
供跟踪辅导、政策解读等贴心服务。

联盟同时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产
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专家库，发
挥技术技能专家在产教融合中的重要
作用，为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和

“智库”力量，探索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
养新做法、新模式和新经验。

广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发挥好联盟专家智库作用，积极开展学
科专业研究、产业规划研讨等，推动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进
一步完善产教融合平台共建共享机制，
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大会同步举办了“产教评”技能生态
发展论坛。政府代表、院校代表、港澳代
表、企业代表、专家代表等，就联盟如何
发挥平台作用、推动政校企联动、高质量
培养技能人才等话题展开探讨。

据悉，广东正全力推动建设“产教
评”技能生态链，着力打造“产教评”融
合技能生态组织，创新人力资源供给模
式，打通青年进入新兴产业就业、成长、
成才的“最后一公里”。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宙辉，通讯员
张淑琼、苗苗报道：近日，由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主持整
理的《近代岭南书院文献汇编》正式出
版。该专题丛书共47册，获“广东省宣
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2018 年度青年
文化人才创新项目）”资助。

书院集讲学、考课、著述、研究、藏
书、刻书等于一体，是文化积累、研究、
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场所，对岭南地区
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
用。《近代岭南书院文献汇编》旨在搜
集整理、抢救保护近代岭南地区书院
文献。

据悉，该专题丛书以中图藏书为
基础、海内外其他公私藏书为补充，汇
辑近代岭南地区，包括广州府、韶州
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肇庆府、

高州府、廉州府、雷州府、琼州府、罗定
州、连州、嘉应州各书院相关的专书
（成本、成册、成卷）文献，包括院志、学
规、章程、答问、课艺（课卷、课题）、名
录、藏书目录等共 80余种。部分课艺
总集涉及书馆及学堂，一并收录。为
便于读者查阅，首册列全编总目录，每
册再列该册目录；每种文献于篇扉著
录书名、著者、版本及底本收藏者。

《近代岭南书院文献汇编》所收录
文献系统反映近代岭南书院的历史文
化、规章制度、讲学活动、学术研究、藏
书刻书等情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
学术价值，对梳理岭南历史文脉、彰显
岭南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独特历史
贡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传承岭
南历史文化、建设当代岭南书院和岭
南文化高地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守护岭南历史文脉
《近代岭南书院文献汇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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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辉报道：10日，
广东省医保局发布了《广东省医疗保障
局关于做好“港澳药械通”医疗服务价
格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港澳药械通”医疗服务
项目实行省级备案、属地监管，加快临
床转化进度。备案的“港澳药械通”医
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由指定医疗机构参
考境外地区成熟做法，遵循公平、合法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确定，不以现有
项目加收项的形式立项。

根据通知，备案的“港澳药械通”医
疗服务项目，仅限备案的指定医疗机构
使用，不纳入广东省基本医疗服务和市
场调节价服务价格项目目录管理，由医
疗机构和患者按自费单独结算。

“这对医疗机构来说是利好消息，
意味着‘港澳药械通’医疗服务项目给
予医院更多的自主权，有利于提高医
疗机构参与的积极性。”广州和睦家医
院是“港澳药械通”首批 5 家内地指定
医疗机构之一，该院药剂科主任李晋
如是说。

通知还明确，指定公立医疗机构使

用纳入“港澳药械通”的药品和医用耗
材应当通过采购平台采购。通知提到，
发挥集团采购规模效应，支持以区域联
盟、医院联合等方式开展带量采购，实
施梯度价格，量价挂钩，构建市场主导、
多方参与的“港澳药械通”药品和医用
耗材的价格形成机制。“港澳药械通”药
品和医用耗材的首发挂网价格由省招
采子系统集中受理，各采购平台相应做
好其采购交易工作。

“这个初衷是好的，但事实上并不
容易做到大规模。”有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针对纳入“港澳药械通”的药品和
医用耗材，支持以区域联盟、医院联合
等方式开展带量采购，目的是通过规
模效应与生产企业进行议价。然而，
目前纳入“港澳药械通”的药品和医用
耗材用量比较小，很多品类属于“孤儿
药”，单价高、临床需求量小，如果没有
达到一定的采购规模很难与生产企业
议价。另外，由于这些药品用量小，医
疗机构不可能大量“囤药”，还面临储
存管理问题。

此外，通知提到，指定医疗机构严
格遵守明码标价、日费用清单制度等

规定，切实做好项目和价格信息公开
工作，主动公开承诺不收取明码标价
之外的费用，确保患者知悉使用“港澳
药械通”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器械，以
及对其就医全过程价格信息的知情
权。指定医疗机构做好“港澳药械通”
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的
登记管理，每半年向所在地级以上市
医保局报送“港澳药械通”医疗服务项
目的服务量和金额等情况。医保部门
加强项目备案和使用的指导，做好价
格监测和检查等工作，相关地级以上
市医保局及时汇总项目使用情况报省
医保局。医保部门加强和卫健、药监
部门在“港澳药械通”注册审批、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等信息的对接和共享，提
高信息的完整性和兼容性，强化部门协
同管理机制。

“港澳药械通”是指大湾区内地9市
指定医疗机构可使用临床急需、已在港
澳上市的药品或医疗器械，推动大湾区
医疗资源互通互联。截至今年8月底，
广东省已累计获批临床急需进口药品
26 个（共 83 批次），临床急需进口医疗
器械17个（共 21 批次）。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叶婷婷

“建议进一步优化在穗创业退役
老兵的贷款政策”“建议服务站开展创
业就业引荐”……留言簿中，就业创业
是退役军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服务
站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服务站的帮助下，不少退役军
人掌握了一技之长，并实现了稳定就
业。退役军人欧广顺就是其中之一。

“退役后，我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工作一直不太稳定。”一次偶然的机
会，正处于就业迷茫期的欧广顺走进
了服务站。了解欧广顺的情况后，服
务站联系了一家挖掘机企业，推荐他
前去学习培训。培训期满，欧广顺不
仅留在企业工作，还被聘为技术骨干。

如今，欧广顺购买了三台挖掘机
“单干”，工作和家庭都逐步稳定下
来。“现在，服务站还会‘牵线搭桥’推

荐我们洽谈、承接一些项目。对于他
们的帮助，我心里充满感激。”欧广顺
说，他现在还经常回服务站，并积极参
与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欧广顺的经历，是服务站助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一个缩影。“在服务
站的推荐下，我成了一所公立学校的
保安队队长，待遇各方面都有了保
障。”退役军人郑东东说。“我在服务站
的帮助下找了一份物业服务的工作，
真是太感谢了。”退役老兵李明雄说。

据了解，该服务站成立以来，通过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等线上
线下服务，积极争取优质企业的支持，
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力所能及
的帮助，凝聚广大退役军人的磅礴力
量，引导退役军人为广东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助力退役军人投身经济建设

全国首个跨省退役军人服务站2020年成立
受访者供图

新华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新田县驻
新华街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开展慰问
活动 受访者供图

将专业特长录入个人台账

广东省医保局：

“港澳药械通”医疗服务
拟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

政校行企四方发力 搭建人才培养“大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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