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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告急！这些防洪堤
如果不及时抢险，就会造成整个
英红镇 6 条村都被淹……”4 日，
清远英德市英红镇收到防洪堤

“告急”的讯息，当地组织党员干
部等联合驻地武警共 300 余人
紧急出动，经过 8 个小时连续奋
战，堆积沙包 1.6 万余个，筑堤
300 多米，使水头、新岭、锦田、
星光等 6 条村免受水患，险情得
到有效控制。

英红镇水头、新岭、锦田、星
光等村因前期连日暴雨，出现防
洪堤部分损坏情况。其中，新岭
村上刘护岸防洪堤坍塌损坏 2
处，涉及 320 多米，若不及时处
理，一旦洪峰过境，很可能会导
致水头、新岭、锦田、星光等村
3000 余名群众受淹、受灾。

危急关头，英德市英红镇迅
速组织调度各镇属部门干部职
工分为 8 组，50 余人下沉一线，
成立临时防汛救灾应急工作队，
轮班参战，确保闸口安全。4 日
12 时，英红镇组织出动镇村干
部等联合驻地武警共 300 余人
次，经过 8 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堆 积 沙 包 16000 多 个 ，运 土 石
150 吨，在新岭、水头、锦田、星
光村一带分别筑起 1 条长约 320
米和 3 条长约 20 米的抗洪“生命
坝”。

与此同时，英红镇还通过村
村响、社交网络等渠道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驻村（社区）工作团队
加强巡查值守，收集灾情信息，参
与警示封控、道路抢修疏通、抢险
救援等工作。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文，通
讯员赖金艳、徐颖、陈志佳报道：
受台风“暹芭”减弱后的环流与
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韶关连日
来普降大雨。4 日 16 时至 5 日
16 时，韶关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68.9 毫米，新丰县丰城街道鲁
古河录得 284.1 毫米的全市最
大雨量。

进入汛期以来，新丰县连续
遭受强降雨。5日 6时 30分，新
丰县三防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
应提升为Ⅱ级，并要求全县各级
各门加强水利调度，提高安全度
汛能力，重点做好危险区域人员
特别是特殊群体人员转移避险
工作。

5 日 7 时，翁源县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11时 30 分将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全
县上下闻“汛”而动，党员干部第
一时间奔赴现场，迅速组织危险
区域人员转移避让。武警韶关
支队和翁源县消防救援大队、应
急救援队、公安民警、镇村干部
等全力投入抢险救灾，截至5日
14时安全转移群众3202人。

连续大雨造成始兴县部分
乡镇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桥
梁漫水、道路交通中断、多处村
庄水浸。灾情发生后，当地各
乡镇全员在岗，应急救援队伍
前置，排查安全隐患，转移安置
低洼地区群众。在深渡水瑶族

乡禾花塘村，急速上涨的清化河
水即将漫过唯一的进村桥梁，应
急救援队伍和党员干部迅速集
结，摸排村民人数，提前做好转
移准备。随后当地又组织力量，
在距河道十几米处用沙包为禾
花塘村筑起一条“堤坝”，防止
河水倒灌。

三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日16时，韶关全市共6个
水文站超警戒，其中滃江支流贵
东水水口站超警戒2.21米、北江
乌石站超警戒1.82米，其他4个
均为 1 米以下；全市 14 宗大中
型水库超汛限，其中乐昌峡超汛
限 6.1 米、南水水库超汛限 3.53
米，其他 12宗均超 2米以下；全
市共有 106 宗小型水库超汛限
水位。

3日至5日17时，韶关市10
个县（市、区）58 个镇（街）不同
程度受灾。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受灾人口60107人，受灾农作物
21639.5 亩，累计转移 17336 人，
集中安置 1007 人，解救围困群
众 163 人，倒塌房屋 100 间，道
路塌方196处，道路中断45条，
水利工程损毁 60 处，直接经济
损失6863.52万元。全市未接报
因灾人员伤亡情况。

气象部门预计，6 日至 7 日
韶关市仍有局地大雨或暴雨，8
日降雨明显减弱，9日起转晴热
高温天气。

“蔬菜保险还是个新鲜事，
没想到出险之后理赔速度这么
快。多亏买了农险，将我的损
失降到了最低，真是给我吃了
一颗定心丸。”7 月 3 日傍晚，茂
名电白区的农户曾先生收到了
平安农险赔付的 4.32 万元，这让
面临农业经济损失的他终于心
情舒展。

7 月 2 日，台风“暹芭”正面
侵袭茂名。受台风影响，电白
全域出现大风及强降雨天气，
沿海海堤多处受损。曾先生种
植了 168 亩露天蔬菜，台风过境
导致 80 亩蔬菜受损，直接经济
损失约 9 万元。随后，曾先生打
电话向平安农险报案，说明了
种植蔬菜大面积受损的情况。

接到报案后，平安农险查
勘员朱伟强冒着风雨，于 2 日 18
时赶到了受灾现场，利用“理赔
好帮手”平台，线上快速定损，
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对确属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仅用了
24 小时，曾先生便收到了平安

农险支付的赔付金。
今年以来，“龙舟水”和台

风 给 农 业 生 产 带 来 了 不 利 影
响，水稻、蔬菜、香蕉、荔枝、龙
眼 等 作 物 损 失 严 重 。 像 曾 先
生这样遭受损失农户众多，广
东 相 关 部 门 出 台 农 业 保 险 政
策 性 ，各 大 保 险 公 司 积 极 应
对 、快 速 理 赔 ，为 广 大 农 户 撑
起了保护伞。

在湛江吴川市地区，农户
凌先生的水稻出现大面积倒伏
情况。中国太保产险湛江中支
迅速完成定损工作，于当日向
凌 先 生 支 付 保 险 赔 款 15 万 余
元。“当我还在担忧这次台风带
来的损失时，太保产险的理赔
专员就主动联系我们，冒着风
雨上门查勘，为我们第一时间
进行了赔付，我们继续种粮的
信心又来了。”水稻种植户凌先
生如是说。

记者还从人保财险广东分
公司获悉，在台风来临之前，该
公司根据气象信息制作 H5 海

报等发布灾害预警，动员各地
市分公司员工转发灾前预警宣
传，提醒客户做好相应的防灾
防损措施。同时，通过无人机
航拍技术，寻找各类在建工程
和农户的风险点，通过拍照、录
像 全 景 全 方 位 记 录 灾 前 风 险
点与黑点，帮助施工单位和农
户 对 可 能 存 在 的 风 险 及 时 规
避。在台风、暴雨引发大面积
水稻和荔枝受损后，人保财险
阳 江 市 分 公 司 及 时 调 配 人 力
和物资协助农户采摘荔枝，同
时 组 织 各 经 营 单 位 助 力 水 稻
收割工作，获得农户高度认可
和称赞。

根据广东保险行业协会统
计，截至 7 月 4 日 10 时，各保险
公司累计接到报案 13336 件，报
损金额 5.56 亿元，其中，农险报
损 2.88 亿 元 ，车 险 报 损 8888.13
万元，企财险报损 6097.52 万元，
工程险报损 4202.15 万元，目前，
各项定损理赔工作正在加紧推
进中。

农企收湿稻 保险速理赔
“暹芭”余威尚在！

韶关6个水文站
超警戒水位

羊城晚报记者 全良波 詹翔闵 戴灵敏

党员干部联合武警
筑牢抗洪“生命坝”

“蔬菜保险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广东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为受灾农户快速理赔

安全度汛防洪科学

农企高于市场价回收稻谷、加紧烘干稻谷回仓、金
融机构前往现场勘察赔付……台风“暹芭”过后，粤西
大地处处可见救灾复产的忙碌身影。5日，记者走访湛
江、茂名、阳江了解到，三市已推出多种救灾复产措施，
尽力降低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增强农业市场信
心，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明达、
通讯员深卫信报道：医生抢救
要尊重病人“生前预嘱”、护士
也能开处方、中西医可以“跨
界”注册、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日前，深圳市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
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
订稿（下称“修订条例”），多项
规定属全国首创。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系
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法规，五
年后的这次修订被称为 2.0 版
本 ，将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 施
行。7月 5日，深圳市人大召开
法规解读会，对修订条例进行
了解读。

明确规定“生前预嘱”方式

修订条例对于“生前预嘱”
设置了专门规定。根据第七十
八条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
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
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
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
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
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
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
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
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
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
疗等。

对于该项内容，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
解 释 称 ，有 三 个 要 点 值 得 注
意。第一，规定特别强调“患者
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
时”，这是医学判断，不是自己

认为或者别人认为，而是由医
疗机构作出的医学判断。第
二，是否采取医疗措施，并不是
不采取医疗措施，其实际上是
限于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
脏复苏这种创伤性抢救措施，
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
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
的延续性治疗等。第三，对于
患者的“生前预嘱”，医疗机构
应当予以尊重，不等于一定要
按照“生前预嘱”来执行，因为
患者可能会对“生前预嘱”进行
反悔，这时撤回原先的决定也
是尊重他的意思。“最终决定权
还是要依法取得患者或者其近
亲属意见。”林正茂强调。

关于患者“生前预嘱”意愿
的真实性，深圳卫健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修订条例对“生前预
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了明
确要求。内容上，必须要有真
实的意思表示；形式上，要求有
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
证，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
医疗卫生人员；其次，要求以书
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有患
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来确
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

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

除了备受关注的“生前预
嘱”等话题，修订条例还针对中
西医“跨界”注册、医疗结构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等内容进行了
规定。

修订条例在全国首开先
河，通过变通医师法、医师执业
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适当

扩大了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
允许取得中医类医师资格证书
的临床医师申请增加注册中医
类别专业作为执业范围；允许
取得临床类医师资格证书的中
医医师申请增加注册临床类别
专业作为执业范围。

近 年 来 ，“ 专 科 护 士 ”兴
起。他们有某一方面的独立专
长 ，可 以 像 医 生 一 样 独 立 出
诊。但是，他们没有“处方权”，
出门诊时需找医生给病人开处
方。修订条例在全国率先赋予
护士一定的处方权。根据修订
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取得专
科护士证书的护士，可以在护
理专科门诊或者社区健康服务
机构开展下列执业活动：开具
检查申请单、治疗申请单等；开
具外用类药品。

为维护患者合法权利，修
订条例还提出，医疗机构应当
通过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平台共
享医学检验检查结果，对属于
互认范围的医学检验检查结
果，且能提供规范完整的检验
检查报告和相应影像资料的，
在疾病周期性变化规律时间范
围内，经执业医师评估应当予
以互认，不得重复检验检查。

今年3月 1日起，由国家卫
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
办法》开始实施。深圳此次出
台修订条例，意味着深圳落实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
了立法保障。以往每换一家医
院就要重复再做一次检查，这
种极大困扰患者的问题将得到
更有力的解决。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黄振生 苏思慧 王小卡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清远
英德

在湛江吴川市，东农实业有
限公司的稻谷烘干车间灯火通
明，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操作 6 台
烘干机，不间断地烘干农户送来
的一批批稻谷。

“价格公道还足称，大家愿意
把稻谷往这儿拉。”农户陈叔家里
种植了数十亩水稻，在台风来临
时，部分成熟的水稻被浸，一直担
心这些水稻卖不出，东农公司愿
意回收湿稻解决了陈叔的心头
事，“有他们公司支持，我还会参
与种植晚稻”。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陈叔情
况类似的农民还有很多，不少农
户对东农公司回收湿稻很是感

激。台风来临前至今，东农公司
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稻谷，5
日的收购价达1.37元/斤（当日市
场价为 1.33 元/斤）。至今，该公
司收购稻谷已耗资近500万元。

“就算公司亏本，也要保证农
民利益不受损。”该公司负责人林
家如说，数十亩水稻是农户的命
根，要保护好他们的利益，才能让
他们有信心种植晚稻。目前，很多
农户已经向东农公司订购了种子，
将带动农户种植晚稻超过1万亩。

在湛江，类似东农公司的农
企数不胜数。这些爱心企业的积
极措施，增强了农户的信心，凝聚
起救灾复产的巨大力量。

回收湿稻寄望晚稻

加紧烘干颗粒归仓

5 日，在茂名市电白区那霍
镇，一场水稻抢收工作正在争分
夺秒地开展。稻田里，暴雨蓄满
的水已经退去，但有部分水稻倒
伏，农户正在抓紧收割，尽量把损
失降到最小。

茂名市电白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黎华勇说，水稻被风吹倒，稻
穗浸泡在水里久了就会发芽导致
绝收，适合收割的水稻需抓紧收
割，并且尽快晾晒干，颗粒归仓。

当前，广东正全力调度烘干
企业加班加点满负荷工作，推进

“机收减损”和代烘干社会化服
务。电白区快速响应，紧急调度
全区范围内具备烘干能力的企业

及合作社，24 小时不间断作业。
据统计，电白目前共有19套烘干
机，平均一天能烘干290吨稻谷。

“我们以服务群众为主，将尽
可能帮群众挽回损失。”电白福禄
康家庭农场相关负责人何永英
说，农场配备的一套烘干机为所
有农户提供服务，该烘干机容量
为 10 吨，烘干一批需要一天一
夜。为了提高效率，何永英将烘
干机温度调高，设定每 5 小时一
批进行快速烘干。

目前，茂名全市日烘干能力
约为927吨。截至7月4日，电白
在台风抢收期间，已烘干稻谷
210吨。

迅速赔付组织生产

为帮助受灾企业、农户快速
恢复生产，粤西三市督促辖内保
险业机构通过开通理赔绿色通
道、落实预赔付机制等举措，加快
农险理赔、助力恢复生产，守好

“粮袋子”的安全。
茂名电白区的农户曾先生种

植了168亩露天蔬菜，其中80亩
因台风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 9
万元。平安农险茂名支公司接报
后，农险查勘员第一时间赶到受
灾现场，积极开通理赔绿色通
道。本着应赔尽赔、应赔快赔、就
高不就低的原则，最终确定赔付

金额4.32万元。
据统计，截至4日中午，茂名

辖区财产保险业累计接到台风受
灾农险业务报案1349宗，报损金
额 1.52 亿元，已决赔款及预付赔
款合计 5257 万元。截至 7 月 3
日，阳江保险业共接到因农业损
失报案 22117 亩，初步估损金额
1280万元。

目前，各大保险公司开通了
绿色快速理赔通道，全力开展定
损理赔工作，及时挽回农户损失，
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
经济的发展。

“生前预嘱”首入法规
护士也能开处方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多项规定全国首创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近日，“生前预嘱”写进
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
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
其意愿，也就是临终是否需
要抢救患者说了算。消息一
出便引起公众的广泛讨论。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
就 是 在 健 康 或 意 识 清 楚 时 签 署
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
或临终时要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
指示文件。此次深圳将“生前预
嘱”写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意味着深圳居民的“生前预
嘱”将受法律保护。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颁布了
“生前预嘱”的相关法律法规，支持
人们通过“生前预嘱”的方式，有尊

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随着
“生前预嘱”的推广，近年来，我国
大众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度和填
写意愿显现出一定上升趋势。据
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一项回
顾性统计显示，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42 例年龄大于 60 岁
的住院病死患者中，4.8%患者通
过“生前预嘱”自主选择临终救助
方式，52.4%患者放弃药物及有创
救治措施。

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科重症监护室，
80%住院患者年龄超过 60岁，
多数患者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
辅助呼吸，意识不清，表达不
清。有的患者病情恶化，对于
他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是否要用
呼吸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常
常让家属面临艰难选择。当患
者出现意外死亡时，也更容易
产生医疗纠纷。

“我记得有一名 82岁的慢
阻肺患者反复住院，每次抢救
不得不进行气管插管。在第四
次到医院抢救时，由于其全身
多器官衰竭无法逆转，我们认
为插管作用不大，向家属说明
了病情并明确抢救的意义不
大。”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医师颜
文森表示，气管插管是呼吸与
危重症科常用的一项急救技
术，实施操作时会将一条管子
从口腔或鼻腔伸到气管，若患
者 尚 存 意 识 会 感 觉 非 常 痛
苦。当时患者的四个子女都表
示放弃抢救，但是患者的妻子
坚决不同意。

“当时患者妻子说，多活一
天是一天，我不能眼看着你们
不救。”颜文森表示，患者子女
们见母亲态度坚决，便决定再
次为父亲进行插管抢救，但患
者第四次插管后没几天就去世
了，如果患者签过“生前预嘱”，
那么医护人员就要尊重患者的
意愿，在患者无法表达的情况

下，由患者决定在生命的最后
阶段是否接受气管插管等具有
创伤性的抢救措施。

“生前预嘱”写进了《深圳
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对患者来
说，意味着他们面对临终前的
抢救有了选择权。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护士长刘丽
兰对此深有体会。

“在患者没有自主意识决
定是否接受临终抢救时，其子
女往往过不了自己的道德观，
对究竟要不要送父母去监护室
抢救争论不休。”刘丽兰说，该
院老年病科的400张床位常年
爆满，部分是失能或老年痴呆
患者，科室里经常见到患者家
属对于是否实施临终抢救无法
达成共识的情况。

“有的老年患者在生命的
最后阶段求生欲很强。”刘丽兰
说，曾经有一位92岁的老年患
者被送去 ICU，脱管回到病房
后，他向护士袒露心声称“进
ICU 的经历很痛苦，但万幸的
是我还能活下来”。

“但也有一部分老人不想
经历这些痛苦。”刘丽兰表示，
她的父亲因心脏衰竭去世，当
时她和家人都坦然接受事实，
父亲临终前没有做过度的治
疗和抢救，“我母亲也签署了
器官捐赠及生前预嘱协议，她
对我说，如果她生命进入终末
期，插管、胸外按压都不要做，
我们家里三姐妹都尊重母亲
的意愿”。

什么是“生前预嘱”？

农民将收好的水稻运回家 张鹏飞 摄

临终前抢救“自己说了算”
网友赞赏深圳人性化决策

很多人不理解“生前预嘱”
行业盼立法保障推广效果

患者临终前无法表达意愿
抢救常常令家属医生犯难

迅速行动行动 抗灾保产保产 粤西推出多项救灾复产举措，增强农业市场信心

现状 观点

目前在我国临床上，给患者
宣传“生前预嘱”时，很多人以为
是放弃治疗，对此不理解、不认
可，不接受。“但有的时候，医生并
不会向患者透露真实病情。在患
者病情加重、意识不清后，他们就
丧失了选择机会。”广州市中大社
工服务中心的医务社工忻薇结合
自身实际工作说。

“生前预嘱”已在我国推广十
几年，此次深圳将“生前预嘱”写
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迈
出了一大步。该规定受到舆论的
普遍肯定和支持，不少网友留言：

“这才是人性化的决策！”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会长李瑛表示：“深圳是改革开
放的试验田，很多好的立法制度
在深圳先行先试，希望《深圳经
济特区医疗条例》明年 1 月 1 日
此项医疗条例顺利落地。”

“‘生前预嘱’立法解决了两

个问题：在医疗过程中减少不必
要的纠纷；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在
作出医疗决策时也没那么艰难
了。“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
病科主任楼慧玲认为，在患者临
终前能够做到尽量无痛、不过度
治疗，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是一
种圆满。

但也有医学专家对此表示担
忧，他们认为，现实情况太复杂，
将“生前预嘱”立法的主观意愿是
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可能会碰
上各种问题。正如北京生前预嘱
推广协会前会长罗峪平所说：“生
前预嘱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
水平以及法律政策、伦理道德、传
统文化、心理、医疗制度改革、临
床学科发展等均有极其密切的关
系。它的实践和引发的思考常常
上升到哲学层次，使我们对世界
和人生的看法经历一次又一次的
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