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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统计局公布1-2月经济运行情况

规上工业增加值711.46亿元，同比增长4.3%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宝珠报道：3

月 29 日，东莞市统计局公布 1-2 月
东莞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2
月，面对复杂严峻疫情形势和外部环
境，东莞全力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主要经济指标总体平稳。

据统计，1-2 月，东莞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711.46 亿元，同比
增长 4.3%，增速略低于 2021 年两
年平均增速 0.1 个百分点。东莞五

大支柱产业同比增长 4.7%，其中，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6.8%，电气机
械及设备制造业增长 4.7%，纺织服
装鞋帽制造业增长 8.5%。四个特
色产业方面，增长 6.1%，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其中，玩
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增长 12.4%，
包装印刷业增长 12.4%。“专精特
新”“小升规”“倍增计划”等新动能
较快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东莞
208 家“专精特新”规上工业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8.6%，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4.3 个百分点。2333 家“小升
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73.9%。

“倍增计划”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
10.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6.4 个百
分点。

其他数据方面，1-2 月，全市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63.38 亿元，同
比增长 4.1%；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CPI）同比上涨2.0%；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同比增长9.2%。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29
日上午，东坑镇胜蓝科技连接器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施
工机械在轰鸣声中运转，工人们在
工地上挥汗奋战。这是东莞市重大
项目加快复工动工的一个缩影。据
东莞市重大办统计，截至3月 24日，
全市在建重大项目总体复工率为
96.5%；已复工重大项目在岗工人8.4
万人，返岗率94.2%。

产业、民生保障项目齐推进

东坑镇仅有20多平方公里，面积
虽小，但全镇GDP增速、规上工业增
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等均
排在全市前列。投资6亿元筹建的胜
蓝科技连接器建设项目就位于东坑
镇，项目主要从事电子连接器、新能
源汽车连接器及精密组件研发、生产

及销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
值5亿元，年税收3850万元。

记者 29 日在项目施工现场看
到，各项工作井然有序。入口处，酒
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配备齐全，佩
戴口罩的作业人员进入场地前都要
逐一完成扫码、测温等措施。项目
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项目建设进
度因疫情受到一定影响，但企业坚
决严格落实防控机制、员工排查、环
境消杀等各项要求。与此同时，也
要求员工抢时间、赶进度，确保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目前，该
项目进度已完成80%，计划今年6月
底完成验收。

瑞勤科技消费类电子智能终端
制造项目计划总投资 50亿元，既是
塘厦镇重大项目之一，也是该镇打
造千亿元电子信息产业群的重要支
撑，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建设现

场各式机器不停地运转着，工人们
佩戴着口罩，有的忙着砌墙装饰，有
的忙着搅拌混凝土。

“在塘厦镇政府的协调帮助下，
项目已经全面恢复建设。”据瑞勤项
目建设方负责人刘创坤介绍，疫情
期间，塘厦镇政府在临深电子信息
产业基地附近，设置了核酸检测点，
方便瑞勤项目施工人员检测。同
时，安排了专人服务，助力加快建设
进度。

东莞的重大项目中，除了产业项
目全力复工动工外，民生保障项目
建设也在有序推进当中。29 日，在
横沥医院改建工程项目现场，塔吊
恢复运转，挖机有序作业，施工人员
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目前，项目已
进行到地下室负二层顶板、剪力墙、
柱子模板安装，施工三工区正在进
行底板钢筋绑扎，二、四工区正在进

行土方开挖等工作，整个项目预计
明年中旬完工。

助推实现一季度稳增长目标

“3月 20日以来，市重大办坚决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双
统筹’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有效投
资的关键作用，统筹协调推进全市
重大项目加快复工动工，助推东莞
实现一季度稳增长目标。”东莞市重
大办有关负责人称，东莞建立了全
市在建重大项目复工台账，每日监
测项目复工及工人返岗情况，指导
督促相关市直单位和镇街园区推动
在建项目尽快复工。

据统计，截至3月 24日，全市在
建重大项目464个中，因疫情原因停
工（2 个项目停工原因为手续问题）
的 462 个在建重大项目已复工 446

个，总体复工率为 96.5%；已复工重
大项目在岗工人 8.4 万人，返岗率
94.2%。

用工短缺、主要建筑材料供应不
足等是目前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
题。有负责人说：“东莞市发改局积
极协调建筑物料生产和供应企业复
工复产，加大力度组织货源，促进在
建项目尽早满员复工。此外，分领
域梳理重大交通、能源、水务项目推
进中的用地手续、征地拆迁、垃圾清
运、费用分摊等重难点问题，保障重
大项目建设顺利实施。”

据悉，眼下东莞正在分领域服务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市发改局已成
立7个服务重大项目推进组，分领域
压实项目推进责任，协调加快新开
工项目前期工作，督促在建项目加
大人、财、物投入，推动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加速落地见效。

近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公
布《东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东莞新增 21 个市级非遗项
目，由莞城文化服务中心整理
上报的非遗项目“莞城脆皮烧
鹅制作技艺”入选其中。至
此，莞城共有 11 个市级以上
非遗代表性项目。

据介绍，莞城脆皮烧鹅制
作技艺是以清远黑棕鹅为原
材料，通过宰鹅、打气、开肚、
吊水、入料、缝针、清洗、腌制、
加气、热水浸泡、上皮、造型、
上色、风干、烧烤、上油、放汁、
斩件等二十多道工艺构成的
传统美食制作技艺。

脆皮烧鹅制作技艺在岭
南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清
光绪年间的《广州竹枝词》中
记载“广东烧鹅美而香，却胜
烧鹅说古冈。燕瘦环肥各佳
妙，君休偏重便宜坊。”由此可
见，清朝时期，烧鹅技艺在南
粤大地已广泛流传。

“莞城脆皮烧鹅制作技
艺”是岭南烧鹅制作技艺的其
中一派，东莞以冲积平原地貌
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
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合鹅类
家禽的生长，优越的地理环境
和气候条件，为莞城脆皮烧鹅
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莞城脆皮烧鹅源自二十
世纪初，始创人郭福和凌伟根
分别于广州和香港学习烧鹅
制作技艺十余年，新中国成立

后，他们分别回莞开店售卖烧
鹅，烤制出炉的烧鹅因“色泽
金红，皮酥肉嫩”的特征而闻
名遐迩。

第二代传承人凌耀权，师承
父亲凌伟根，熟练掌握烧鹅制作
技艺。1960年，凌耀权进入莞
城大酒店，主要负责制作烧鹅。
1985年离开莞城饭店，在莞城
中山路独立经营“中山餐馆”，以

“味香油润，醇厚酥脆，斩件烧鹅
皮、肉、骨连而不脱，触齿分离”

的脆皮烧鹅，深得莞城街坊喜
爱，1986年和1987年连续两年
被评为“先进店档”，每天销售烧
鹅100多只。

第三代传承人凌建成师
承父亲凌耀权，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莞城脆皮烧鹅
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系
统 掌 握 了 脆 皮 烧 鹅 制 作 技
艺。在保证口感和味道的基
础上，他大胆创新，改用木炭
炉替代传统瓦罐炉，首创“二

气三火”法，通过火候及烧制
时间的精确把控，确保烧鹅皮
脆度和肉质鲜嫩度。

如今，凌建成已经培养
出 女 儿 凌 韵 清 和 徒 弟 邓 金
柏，继续将莞城烧鹅制作技
艺发扬光大。2017 年，凌韵
清与邓金柏在长安镇开设分
店，并于 2018 年 10 月，被东
莞饮食协会餐饮行业协会评
为“地道老字号”，得到行业
一致认可。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雷报道：“您好，正确佩戴口
罩，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保护，这里有免费的口罩可供
您免费取用。”记者 29 日在石排镇走访发现，各村
（社区）的银行、商超、市场、药店等重点行业场所内
均摆放了“美好家园 共同守护”——石排镇全民戴
口罩行动的统一标识牌，不时有店员、志愿者提醒路
过的市民免费领取口罩，并宣传科学防疫知识。

据工作人员介绍，3月 28日起，石排镇以“美好
家园 共同守护”为主题，持续开展全民戴口罩行
动，每天免费提供定量口罩给有需要的市民取用，
倡导大家自觉戴口罩，共同守护家园。石排镇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好家园 共同守护”全民戴口
罩行动得到了石排镇广大商企的大力支持，仅仅一
个下午的时间，就有 200 多家商企踊跃参与，纷纷
在“自家”门口设置全民戴口罩的宣传点和服务点，
店员们则成为志愿者，对活动开展宣传，以方便有
需要的市民领取。

除了在相关重点行业场所设置全民戴口罩的宣
传点和服务点外，石排镇还充分借助全镇各村（社
区）的网格巡查车的工作特点和优势，在网格巡查车
上将宣传牌及口罩盒摆放在显眼位置，让过往有需
要的市民免费领取口罩。据悉，这样的移动服务点
目前在石排镇已有40个。

“全民戴口罩既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他人负
责，作为市民，大家应该共同扛起这份社会责任。而
石排镇开展全民戴口罩行动，可以让我们免费领取
口罩，以便忘带时备用，这一行动非常暖心。”现场一
位领取了免费口罩的市民表示。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伟、通讯员虎门宣报道：3
月 28日，一条“全城寻人”信息在东莞人的朋友圈热
传。一段热心市民提供的视频显示：一女子在龙眼
新涌虎门公园段落水，一男子救人后默默离开。此
事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大家纷纷对这位做好事不留
名的“无名英雄”点赞。

3 月 29 日，经过多方打听，救人的“无名英雄”
终于找到，他叫陆崇深，在位于博涌社区的某服装
厂上班。

据陆崇深介绍，事发3月 26日下午1时 40分左
右，他在小捷滘社区做完核酸采样，正开着电动自行
车回工厂上班。途经新涌南路虎门公园段时，他看
到河涌两岸围着有十多个人，快接近人群时有人拦
住了他，问“你会不会游泳？有人落水了”。陆崇深
回答“会啊”，随即停下车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当时河涌里有一位女子，脸朝天，面部都是泥，
我心想应该有一小段时间了。时间就是生命，我来
不及多想，立即脱掉上衣，将手机交给旁人，就下去
救人。”陆崇深向记者介绍。

当时落水女子在河涌中央，考虑到跳下水会产
生较大的水浪，对女子造成生命危险，所以他决定寻
找其他办法下水。“我先翻越栏杆，然后用手吊着栏
杆跳下水边的水泥台阶上，再下水游到落水女子身
后，抓住她的衣领，拉着游回河涌边。当时河涌边水
位不深，一米五左右吧，我就借着水的浮力将女子尽
量往上推，最后顺利将女子推到了水泥台阶上。”陆
崇深说道。

据陆崇深回忆，从下水到把女子救上河边水泥
台阶，用了一分钟左右时间。随后他也借助市民从
河岸栏杆上放下来的一根绳子，顺利爬上水泥台阶，
与驾驶清洁船赶来的两位环卫工人合力将落水女子
抬上了船。

这时，民警也闻讯赶到，他们一边现场指挥救
援，一边疏散河岸上的群众。随后，环卫工人将清洁
船开到附近的上岸点，把落水女子送上及时赶来的
120救护车。

陆崇深告诉记者，落水女子救上来后，一点力气
都没有，已经动不了。可能是太冷了，因为当天气温
陡降，而且还下着雨，加上他多年没有游泳，他把人
救起来后，也已精疲力尽。“虽然当时水很冷，但是当
时情况很紧急，我想早一秒救她，她就多一秒的希
望，所以没想那么多，也顾不上水冷不冷了。”因为实
在太冷，陆崇深救完人，就默默离开了。

据了解，陆崇深今年 40岁，从广西来到虎门已
经15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服装缝纫岗位上兢兢
业业。他告诉记者：“我小时候学游泳时也被淹过，
后来有人把我救起来了，所以我能感受到沉到水里
的恐惧和无助。当时我就想，以后我学会游泳了，遇
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也要帮助。”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通
讯员李晓光报道：日前，升级改
造后的东莞市樟木头镇跨境货
物集中接驳场启用。改造后的
接驳场面积 5000多平方米，最
大接驳能力达每天 80辆次，进
一步强化了该镇跨境运输全流
程闭环管理。

据了解，樟木头镇跨境货

物集中接驳场位于柏地社区柏
峰路。3月 3日-14日，该接驳
场按照“一级接驳、二级作业”
模式，重新调整场地功能布局
和区域划分，设置了绿区、黄区
和红区三区。“绿区”为内地作
业司机、内地车辆作业区域，供
内地车辆装卸货物使用；“黄
区”为货物交接区，用于暂时存

放红区经消杀后等待移转至绿
区的跨境货物；“红区”为跨境
司机、跨境货车作业区域，供跨
境车辆装卸货物使用。

接驳场布局和硬件设施
均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和优
化。新建了 13 米宽的跨境货
车出入口、大型卸货台、工人
集中居住区、硬隔离设施、全

围闭工程、18 路慧眼等，力求
实现跨境司机与内地司机全
分离作业，有效提升跨境货物
接驳转运效率和跨境运输疫
情防控水平。该接驳场最大
接驳能力达每天 80 辆次，能
满足全镇跨境货物接驳业务
需求，保障全镇供应链接驳业
务稳定。

下水救人后默默离开
市民点赞虎门“无名英雄”

石排设置逾200个免费口罩领取点

倡导全民佩戴口罩东莞在建重大项目复工率达96.5%
已复工重大项目在岗工人8.4万人，返岗率94.2%

东莞医保
拟推系列集成式改革

学校医务室有望纳入社区门诊
首诊就医点

樟木头镇跨境货物集中接驳场升级改造启用

强化全流程闭环管理

四代传承百年匠心四代传承百年匠心
莞城烧鹅飘香万里莞城烧鹅飘香万里

“莞城脆皮烧鹅制作技艺”
入选市级非遗项目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通讯员 莞城宣

陆崇深用力将女子托起到水泥台（网友供图）

凌建成在制作脆皮烧鹅凌建成在制作脆皮烧鹅

莞城脆皮烧鹅莞城脆皮烧鹅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3月29日，东莞召开
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总结2021年工作情况，分析研
判医保事业发展形势，研究部署2022年工作任务。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东莞市医保局将围绕分类
保障、门诊共济、建立多层次医保体系三大方面推出一
系列集成式改革。包括推进探索研究对全市转诊制度
进行重大改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好职工医保缴
费政策以及子女险参保政策等调整工作；推动“莞家
福”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有机衔接；探
索将符合条件的学校医务室纳入社区门诊首诊就医点
等改革。

截至去年底全市医保参保658.27万人

据介绍，截至2021年底，东莞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658.27万人，同比增长4.29%；生育保险参保507.02
万人，同比增长 2.81%；全市医保基金（含生育保险基
金）收入142.30亿元，同比增长22.17%；全市医保支付
139.78 亿元，同比增长13.72%。实现了参保人数和基
金收入同步增长，医保待遇与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过去一年，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各项惠民政策落地
见效，医药服务供给不断完善，基金监管能力持续加
强，经办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疫情之下，东莞全力支持新冠疫苗免费接种，
2021年疫苗及接种费用支出15.06亿元，切实做到“钱
等苗”。持续做好药品保供稳价，发挥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哨点”作用；将“体外膜肺支持”等治疗新冠肺炎所
需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在待遇保障水平方面，东莞将低收入家庭成员全部
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放宽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对象认定
条件，全年共有1.12万名困难人员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救助超过19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金2099.71万元。

去年，群众药耗负担进一步减轻。东莞完成五
批 218 种药品和四批 6 种医用耗材带量采购落地，
全年为患者减负 11.68 亿元，参保人就医用药“医”靠
更为可靠。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截至 2021 年底，通过国家平
台结算1742万人次，结算医疗费用95.58亿元，平台总
体运行稳定，医保结算高效快捷。推动医保电子凭证
推广应用，先后实现医保电子凭证扫码支付、扫码认
证、线上结算三大应用场景，截至去年年底，全市累计
390.67 万人已激活医保电子凭证，7家医院开通医保
移动支付，群众就医更加便捷。

今年将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

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岚在会上表示，2022
年，东莞医保将坚持高站位统筹，慎终如初支持疫情防
控；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坚持高标
准谋划，推动医药服务供给优化；坚持高效能治理，推动
医保基金运行安全；坚持高品质服务，推动公共服务水
平提升；坚持高素质保障，推动医保队伍建设提速。

具体来说，今年，东莞市医保局将推出一系列集成
式改革，包括：探索研究对全市转诊制度进行重大改
革，完善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好职工医保缴费政策以及
子女险参保政策等调整工作；探索构建多层次医保体
系，推动“莞家福”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
险有机衔接；适时调整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政策；全面开
展DIP支付方式改革，探索符合中医特点的医保支付
方式与标准；探索将符合条件的学校医务室纳入社区
门诊首诊就医点；进一步推动医保高频事项“省内通
办”“跨省通办”，进一步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
医保和港澳居民在莞参加医保工作；开展医保患者“先
就医、零排队、后付款”的惠民就医服务项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