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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互补，相映成画。在珠
海三灶鱼林村，工人们正紧锣密
鼓地在片片鱼塘上安装光伏板，
塘上阳光跳跃闪烁，塘下鱼儿畅
游，绿色乡村的美丽画卷在眼前
缓缓展开。

据悉，珠海三灶鱼林村位于
三 灶 镇 西 南 部 ，拥 有 养 殖 塘
8000亩，光照资源丰富，渔光互
补项目将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
相结合，在鱼塘水面上方架设光
伏板，光伏板下方水域可以进行
鱼虾养殖，光伏板覆盖减少太阳
对水的直射，更适合鱼类生长，

“板上发电、板下养殖”，不仅提
高了土地使用效率，更输出了环
境友好的清洁能源。

但是，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建设
及维护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了
解到项目资金需求后，工商银行珠

海分行多次前往光伏发电项目所
在地考察调研，前后历时50天完
成项目批复，于3月29日为该项目
发放首笔贷款4430万元。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首
年发电量预计可达到23501万
度，与火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
煤 67706 吨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184753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鱼林村光伏发电项目只是工商银
行珠海分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金融赋能建设“绿美广东”的一
个缩影，截至3月末，工商银行珠
海分行绿色金融贷款余额230亿
元，较年初增加117亿元，绿色融
资主要投向高效节能装备、清洁
能源产业、绿色交通、城乡环境
基础设施等领域。

（何叶舟）

科普体验“迎进来”
艺术课程“送出去”

合作区垃圾分类科普中心
全面开放是本次宣传周的“重头
戏”。该中心与周边的黑水虻厨
余垃圾处理基地和橙子开心农
场联动，形成“环保分类+资源化
处理+循环再生利用”的完整科
普宣教链条，吸引了众多港澳团
体、学校和企业代表前来参观，
总人数超600人。其中港澳团体
占比接近六成，以青少年为主。

“很多港澳学生对厨余垃圾
生物化处理技术、合作区定时定
点投放的垃圾分类模式非常感兴
趣。”据科普中心运营方大横琴城
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
加深了港澳青少年对内地垃圾分
类横琴模式的了解，也为三地青
少年提供了更多交流合作的机

会，架起了大湾区青少年深度交
融的桥梁。

除了将客人“迎进来”，科普
中心还将活动“送出去”。该中
心的公益教师走进横琴下村开
展“垃圾分类+艺术”课堂，让居
民在实践活动中了解垃圾分类
知识。科普中心负责人称，看似
无用的垃圾也可转变为艺术创
作的原材料，通过这种新颖的方
式，逐步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
好习惯。

一线督导员进校园
讲好垃圾分类故事

作为宣传周的特色活动之
一，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组织一线
督导员罗婉玲走进校园，为 519
名横琴伯牙小学的师生代表上
了一堂别具一格的垃圾分类课。

“三年来，我从家到工作岗

位来来回回走了 2000 多次，无
论春夏秋冬都会穿着红色的志
愿者马甲，方便居民一眼就能认
出来。能用这种方式为社会贡
献一份力，我很自豪。”在讲座现
场，罗婉玲回忆自己第一次上
岗的情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分
享横琴的垃圾分类故事。

在三年的垃圾分类督导员
工作中，让罗婉玲最有成就感
的，是陪伴和见证居民从抗拒到
如今慢慢接受并能自觉进行分
类投放的变化。据了解，她曾多
次进入校园宣传垃圾分类，“当
小朋友们很自豪地说，‘我爸爸
妈妈的垃圾分类知识都是我教
他们的’，说明我们的入校宣传
真正起到了作用，这让我非常有
成就感。”她由衷地希望这种方
式可以让更多师生和家庭关注
垃圾分类，让“丢垃圾”不再成为
一件“小事”。

自《关于金融支持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发布以来，中国银
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以
下简称“横琴中行”）积极推动
《意见》的落实，助力琴澳社会民
生融合提速，以金融改革创新助
力合作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横琴中行在中国人民
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指导下，已
完成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
的全面升级，成功实现港澳居民
自助查询、打印信用报告功能，
成为合作区内首家能同时为境
内居民和港澳居民提供信用报
告查询服务的中资银行。这是
继2015年横琴中行率先落地全
省首台布设在金融机构的个人
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后，进一步

满足合作区内日益蓬勃的信息
主体查询需求，以及打造更便利
港澳居民生活就业金融环境的
一次有益尝试。

查询机升级后，港澳居民持
本人有效往来内地通行证，即可
在横琴中行营业部办理信用报
告打印业务，1 分钟内即可办
妥，极大满足了广大港澳客户的
需求。目前已有多名港澳客户
到现场进行了体验，纷纷表示

“太便利了！”
未来，横琴中行将继续发

挥跨境金融优势，积极探索支
持“横琴金融 30 条”创新举措
落地实施，抢抓改革机遇，助推
合作区金融服务水平不断迈上
新台阶。

（何叶舟）

5 月 31日，珠海市人大常委
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澳门特
别行政区医疗人员在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执业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医疗人员管理规定》）、
《澳门特别行政区药学技术人员
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药品零
售单位执业备案管理规定》（以
下 简 称《药 学 技 术 人 员 管 理 规
定》）两部法规。法规由珠海市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自2023年 8月 1日起
施行。这是合作区继第一部综
合性法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发展促进条例》后出台的第一批
专项法规，是用足用好珠海经济
特区立法权开展“小切口”立法
创新的首批成果。

《医疗人员管理规定》《药学
技术人员管理规定》是合作区落
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提出的“支持在合作区
采取便利措施，鼓励具有澳门等
境外资格的医疗领域专业人才
依法取得境内执业资格”以及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
条例》提出的“探索符合条件的

港澳和外籍医务人员在合作区
便利执业”的重要举措。

十五类澳门医疗人
员可在琴依规执业

《医疗人员管理规定》在探
索对澳医疗合作方面实行更加
灵活、开放的规定，允许具有澳
门居民身份、持有澳门有效医疗
人员资格认可证书并属于澳门
第 18/2020 号法律《医疗人员专
业资格及执业注册制度》适用范
围的15类医疗人员，在澳门从事
相关执业活动满两年后，以及不
存在内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
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情形，经
注册并取得执业证书便可在合
作区范围内提供与其资格认可
证书相符的医疗服务，无须再通
过内地资格考试或短期行医、短
期执业制度申请。

该法规明确，在合作区取得
执业证书的澳门医生、中医生和
牙科医生在其执业的合作区医
疗机构具有处方权。在澳门从
事五年以上临床工作的澳门中
医生可申请在合作区设立中医
诊所，较此前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对申请人是否为永久性居

民、是否取得内地医师资格证不
作要求。

此外，该法规还在多机构执
业、继续医学教育培训等方面提
供更多便利和保障。要注意的
是，对于医疗机构使用未注册的
澳门医疗人员或超出注册的执
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
业期限安排澳门医疗人员从事
其他执业活动等情形，以及澳门
医疗人员违法提供医疗服务、发
生医疗纠纷等所产生的相关法
律责任一律按照内地有关规定
处理。

澳门药学技术人员
依规可提供药学服务

《药学技术人员管理规定》
明确了适用对象、执业条件、执
业方式、备案程序、继续教育、监
督管理等内容。该法规明确澳
门药剂师、中药师、中医生和药
房技术助理符合规定条件并经
合作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后，即可在合作区药品零售单位
直接提供药学服务，无须参加内
地相应考试，将为澳门药学技术
人员跨境执业提供便利。

根据该法规规定，经合作区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澳门药
学技术人员，可以受聘于合作区
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
售单位，也可以申请药品零售许
可，开办药店；合作区药品零售
单位配备已备案的澳门药剂师、
中药师的，分别视同已配备内地
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配备已
备案的澳门药房技术助理、中医
生的，分别视同已配备内地其他
药学、中药学技术人员。

下一步，合作区有关部门将

出台配套的规范性文件，明确操
作规程、申请材料等内容，保障
法规顺利落地实施。其中，将配
套上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医
疗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对澳
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执业的管
理与监督；配套上线“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系统”，澳门药学申请人可通过
系统线上办理，实现全流程零跑
动或少跑动，最大程度提升便利
性和办理效率。

横琴首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圆满落幕

助力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新日常”
科普中心全面开放、艺术课程进村居、垃圾分类一

线督导员走进横琴校园、学生志愿者入户开展分类游戏
……为响应首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让垃圾
分类成为新时尚”宣传主题，让琴澳居民体验垃圾分类
的乐趣和意义，5月 22日至 28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以下简称“城市规划和建设局”）组
织开展合作区首届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以下简称

“宣传周”）。
本次宣传周的举办，进一步点燃了琴澳居民参与垃

圾分类的热情，用实际行动助力“新时尚”变身“新日常”。

便捷执业促发展 规则衔接助融合
澳门医疗人员、药学技术人员在横琴执业管理规定公布

羊城晚报记者 钱瑜

征信查询便民新举措
港澳居民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业务成功落

地横琴中行

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金融活水润泽“绿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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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钱瑜

香港中学生参观合作区垃圾分类科普中心 受访者供图

横琴中行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机已全面升级 受访者供图

““诉说诉说””古村落的悠悠往事古村落的悠悠往事
文/图 梅尔 叶雨柔 黄琪

夏日微风吹拂夏日微风吹拂，，百年古树低吟往昔百年古树低吟往昔。。
珠海斗门目前仅存两株一级古树珠海斗门目前仅存两株一级古树，，其中一其中一
株就藏身荔山村株就藏身荔山村。。此树明朝时就在斗门扎此树明朝时就在斗门扎
根根，，树龄树龄500500余年余年，，““断臂断臂””之后顽强存活之后顽强存活，，
见证斗门历史变迁见证斗门历史变迁。。一棵树一棵树，，一条村一条村。。参参
天的黄桐古树天的黄桐古树，，正正““诉说诉说””着悠悠往事着悠悠往事。。

在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荔
山村黄氏宗祠建筑群后的牛屎
塘后山，有一株树龄约 510 年
的黄桐。远远望去，黄桐藏于
郁郁葱葱的荔枝树间，颇有“犹
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

从黄氏宗祠后登山，山路
崎岖陡峭，须手脚并用才能攀
登。走近古树，其树形优美，树
冠硕大，粗壮的树干刻满时间
褶皱，裸露出来的根部遒劲有
力。据测量，这株黄桐树高
13.5米，平均冠幅8.15米，胸围
3.9 米，4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
得以合抱住。

树下的立牌“讲述”了这株
黄桐古树的历史与相关传说，
约在明朝正德年间，荔山村祖
先习惯在居住地旁边种植荔枝
树、黄桐树等树木，或求果实、
或求入药、或做木材，这株黄桐
古树便是其中之一。

年近八旬的黄进裕是土生
土长的荔山村人，原来就住在
后山山脚下，在家门口就可以
望见这株挺拔的黄桐古树，“小
时候经常在山下的巷子里乘

凉，村里老人就会跟我们说这
是荔山最漂亮的一株树。”

与古树感情深厚的荔山村
民，曾多次护它周全。黄进裕
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黄桐
古树遭遇了强台风，一侧枝干
被吹断，危在旦夕。村里人十
分心疼，及时治疗后，它居然存
活下来了，我们就觉得这株树
是有灵性的。”

据他回忆，曾经有人高价
收购这株黄桐，村里乡亲不肯
割爱。如今，黄桐古树“断臂”
痕迹仍在，枝叶却依然茂密，向
上延伸。

为加强对黄桐古树的保
护，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斗门分
局为它挂上一级古树铭牌，相
关部门在现场设置古树保护警
示牌，周边安装监控，监测古树
名木生长、保护以及管理情
况。乾务镇文化站站长周永燊
说道：“保护古树，其实也是在
守护着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
未来，我们可能会把古树周边
整治一下，形成一个自然景观，
让更多群众了解它。”

古黄桐仿佛是一位从历史走
到现在的长者，见证着荔山村的
变迁。

荔山村位于乾务镇西部，南
部紧邻珠峰大道，西部紧邻富山
工业园。该村自明朝洪武年间立
村，数百年来，这里名人辈出，曾
经孕育出珠海地区首位进士和首
位武举人，还曾走出中国科举史
上首位百岁举人、珠海地区史上
第一位巡抚等人物。不仅如此，
荔山村的佛家拳也是珠海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时光变迁，荔山村经济
社会发展迎来飞跃。近年来，荔
山村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推

进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房外立面
改造，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村
场内巷道硬底化、雨污分流、三线
整治、绿化升级，“四小园”建造
及垃圾分类等工作，提升乡村风
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如今的
荔山村，民主法治和经济建设同
步发展，村民安居乐业，村风文
明，村民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提升。

古树是见证和传承文明的
“绿色活化石”，具有历史、文化、
科研、生态、景观、旅游、开发、经
济等多重价值。笔者从珠海市自
然资源局斗门分局获悉，斗门现
挂牌登记在册的古树共有207株
（不涉及名木）。

其中，一级古树（树龄为 500
年以上）2 株，二级古树（树龄为
300 年-499 年）3株，三级古树（树
龄为 100 年-299 年）202 株，共有
獭山村古树群、桅夹村古树群、大
赤坎村古树群、虎山村古树群 4
个古树群，涵盖荔枝、乌榄、杧
果、榕树、杨桃、龙眼、菠萝蜜等
20个树种。

如何延长古树名木的寿命，
有效保护这些“绿色活化石”？据
介绍，斗门于2022年开展了古树
名木补充调查工作，对古树名木
大树全面进行调查登记。厚植生
态根脉，让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古
树名木在斗门根深叶茂。

文武双全的荔山村

古树“断臂”依然顽强

参天古树参天古树，，

百年古树大树需要 4 个成年人才能环抱

荔山古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