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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清清、
通讯员穗疾控报道：12 月 6日，
记者从广州疾控获悉，广州市近
期监测显示，广州市以流感、肺
炎支原体感染为主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较为活跃，鼻病毒、腺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多种常
见呼吸道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
感染交织叠加。特别需要关注
的是，流感活动水平明显上升，
目前为甲型 H3N2 亚型与乙型
Victoria 系流感病毒同时流行，
流感正在逐渐进入冬季流行期。

日常生活中如何科学预防
呼吸道疾病？广州疾控提醒，应
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尽
量做到多喝开水、均衡饮食、适
当锻炼（雾霾天应减少户外活
动）以及接种疫苗。

广州疾控提醒，一旦感染
冬春季传染病，患者应根据病
情和医生建议采取住院治疗或
居家休息，其间避免参加集体
活动和进入公共场所。待不具
传染性后再恢复上学、上班等
日常活动。

近日，记者从广州各大医院
获悉，儿童呼吸道疾病仍处于高
发期，在住院肺炎患儿中有部分
因病情较重，痰栓已经堵塞了支
气管，需要用支气管镜取出。医
生甚至从一名 8 岁患儿的支气
管中取出一硬硬的、树枝状痰
栓。医生提醒，如果孩子咳痰困
难，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一定
要及时就医。

气管中取出树枝状痰栓

11 月 10 日，8 岁患儿琦琦
（化名）因“发热、咳嗽10天”入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科一区。此前，琦琦已经反复发
热、咳嗽10多天，体温一度高达
40°C，曾在其他医院就诊多次。

胸片检查提示琦琦患有右
上肺大叶性肺炎，经抗感染、抗
炎以及补液、退热等治疗，仍有
反复发热、咳嗽、气促。考虑到
琦琦病情较重，肺部炎症渗出明
显，在征求了家长的同意后，儿
科李宏贵副主任医师于11月13
日给琦琦进行了支气管镜检查。

“镜下我们看到患儿气道被
胶冻状痰栓堵塞了，难怪患儿会
呼吸急促。我们用负压吸引也
根本无法清除痰栓，最后不得
已，用异物钳把一根硬硬的、树
枝状痰栓钳夹出来。”李宏贵介
绍，琦琦进一步被确诊为塑形性
支气管炎，术后琦琦继续接受抗
感染、化痰、补液等治疗，很快症
状好转，目前已顺利出院。

呼吸道患儿痰栓较多见

据媒体报道，今年多地呼吸
道患儿出现树枝状痰栓。杭州6
岁男孩发热11天一查已是白肺，
医生从肺里取出一根根“小树
枝”；荆门患儿反复发热、咳嗽，
肺中取出4厘米“小树枝”……

李宏贵介绍，塑形性支气管
炎是指支气管内产生呈支气管
树状的内生性异物（也就是检查
中看到的“小树枝”），局部或广
泛堵塞支气管，导致肺部分或
全部通气功能障碍的一种疾
病，其临床表现和肺部 X 线检
查结果差异较大，主要视气道
阻塞程度而定。

“像琦琦这种气管内的痰栓
已经呈树枝状还是比较少见
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科主任中医师刘华接受
羊城晚报采访时介绍，最近一段
时间在住院患儿中较为多见的
是黏稠的痰栓已经将患儿的支气
管口堵塞了。因痰栓比较黏稠或
患儿年龄小，患儿自己很难把痰
咳出来，会表现为咳嗽得很剧烈，
甚至咳得呕吐，也咳不出痰或咳
出少量痰，甚至还会因为痰栓堵
塞支气管而呼吸急促、困难。

“这时需要借助支气管镜进
行冲洗，否则痰栓聚集在肺里
面，容易引起长时间的发热，或
者是肺部啰音很难吸收。”刘华
介绍，塑形性支气管炎呼吸困难
的情况比较明显，确诊依靠支气
管镜检查和组织病理检查，早期
积极进行支气管镜下异物钳取
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取出痰栓
有利于缩短患儿病程。

这些情况要尽快送医

据了解，支气管镜是呼吸系
统疾病非常重要的一种诊疗手
段，是经过鼻腔或者口腔、口咽
部插入气管到达肺叶、肺段进行
观察或者治疗的一种方法。

很多家长往往谈“镜”色变。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科主任中医师刘华介绍，其实支
气管镜检查跟胃镜、肠镜一样，只
不过操作部位不同而已。

有家长担心，支气管镜检查
会损伤孩子的气道。刘华解释，
随着这项技术的不断发展，支气
管镜检查以及治疗已经非常成
熟，对患儿气道影响较小，但其
作为一项侵入性操作，可能会有
些风险的发生，最常见的是鼻出
血、喉头水肿、支气管痉挛、气
胸、术后发热等。医生检查前会
进行充分的病情评估，选择合适
型号的支气管镜，操作过程动作
轻柔、规范，最大可能避免风险
的发生。

检查前需要对患儿进行麻
醉，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影响
吗？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问题。刘华解答，一般情况下，
医生进行支气管镜检查以及肺
泡灌洗术时不需要全身麻醉，只
需要镇静+局部麻醉就可以，主
要作用是提高患儿检查时的配
合度、舒适度，所使用的麻醉药
物起效快、代谢快、副作用小，只
需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清醒，不
会给患儿造成不愉快的感觉，更
不会影响患儿智力。

最后医生提醒，如果居家康
复的呼吸道疾病患儿出现咳嗽
剧烈、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等，应
尽快就医。

64亿元国际“外包大单”现场接洽
2023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开幕，首次采取“一会三地”模式举行

12月6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指导，广东省商务厅、珠海市人民政
府、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共同主办
的2023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二
期正式开幕。本次大会以“服务数字化策源地 贸易数字化
领航区”为主题，是集专业展示、论坛会议、丰富配套、多元体
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贸易盛会，设置现场展览、会议论坛
与多场配套活动，促进服贸行业资源交流与共融。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钱瑜

本次大会展览采用“综合
展+专题展”的模式，聚焦粤港
澳大湾区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
区发展成果，规划1个粤港澳大
湾区服务贸易发展综合展、1个
珠澳好货直播电商展，以及科
技消费服务展区、创新数字制
造展区、生物科技及大健康展
区 3个专题展区，超过 600 家企
业参展参会。其中，京东物流、
360安全云、亚马逊、优必选、华
发集团、广发证券、万宝盛华等
优质企业，番禺区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

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等国家
级服务出口基地参展，现场展
示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贸易、
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数智消费
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特色，全方
位多层次展现大湾区服务贸易
发展成果。

此外，香港、澳门、横琴、珠
海、深圳、东莞、惠州、中山等城
市展团，现场展示各个城市服务
贸易产业发展亮点。13家直播
电商企业同步亮相珠澳好货直播
电商展，在展区进行形式多样的
直播带货。

为更好地促进实实在在
的成交效果，大会特别邀请
来自美、英、法、德等 24 个国
家和地区的境外专业采购商
组团到场采购，名单中不乏
IBM、infosys、ebay等全球知
名企业，总发包金额约8.78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 64 亿元），
项目涵盖 IT、电信、医疗健康
服务、数字贸易服务、跨境电
商服务、金融服务等。现场，
境外采购商与参会企业进行
现场洽谈、交流、签约，进一
步深化合作成果。

大会设置粤港澳大湾区
服务贸易规则衔接闭门会议、

粤港澳服务贸易大讲堂、B2B
商业洽谈会、企业路演会、城
市/园区推介、经贸考察等配
套活动，为参会客商安排产业
考察等活动，为大湾区各城市
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贸易洽谈
和产业招商机会。

在开幕当天举行的粤港
澳大湾区服务贸易规则衔接
闭门会议中，商务部、广东
省、香港、澳门的相关单位人
员与学界专家相继上台，围
绕“港澳科研人才跨境便利
化”这一主题进行经验分享
与互动交流，并提出了多个
具有可行性建议，为粤港澳

大湾区加速规则衔接、实现
市场一体化发展贡献“湾区
经验”。

本次大会还专门邀请到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
金”负责团队，携手君联资
本、招商资本、坚果资本等在
内的国内服务贸易领域投资
基金100多人参会，同期举行

“服贸子基金管理人政策宣
讲”活动，在大会现场考察参
会企业与潜力项目。该引导
基金作为我国对外经贸领域
的第一只国家级政府投资基
金，专注于服务贸易领域的
国家级政府投资。

“外包大单”现场接洽

8岁孩子气管中取出树枝状痰栓
患儿咳嗽剧烈、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等，应尽快就医

防控
呼吸道疾病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刘苡婷

监测显示：广州逐渐进入冬季流感流行期

采用“综合展+专题展”模式

患儿支气管中取出的树枝状痰栓
受访者供图

文化供给
文明实践巡礼

优质

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文明实践站成文化加油站

文/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俊华

“之前我对于村史及本地非遗文化不太了解，自从南社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落成后，我在这里体验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收获很多。”提及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村民谢雪怡兴致勃勃地同记者分享。

近年来，东莞市茶山镇大力推进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设，结合特色地域文化，打造了以忠孝特色文化为品牌的独立
阅读空间、开展了非遗技艺体验的国学课堂、修建了讲述着800
多年厚重历史的村史馆……如今，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已
成为诸多村民游客喜爱的“文化加油站”。日前，记者实地探
访，感受这座“文化加油站”助力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青砖砌筑、古韵悠悠，在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南社明清古
村落西门外，坐落着南社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走进该实践
站，环境宽敞整洁、清新雅致，
站内设有图书馆、南社村史馆、
粤剧馆、国学课堂、茶山绸衣灯
公非遗工坊、舞蹈室、健身室等
功能场馆，不少周边的村民及
远道而来的游客在此打卡参
观、休闲娱乐。

谢雪怡是土生土长的南社
村人，自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落成后，她便成为这里的

“常客”。“这里为我们提供了许
多精神文化‘大餐’，我最喜欢
逛的就是村史馆。”谢雪怡说，
每当走进村史馆，她的思绪总
会被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老
物件带回过往的时光中，感受
着这座古村落 800 多年的历史
沿革与生命力。

“村史馆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落成后，让我知道了祖辈为
何会来到这里，又是如何拼搏奋
斗和南社古村落是如何一点点
形成的。这些都增进了我对自
己身份的认同感，加深了对这片

土地的感情。”谢雪怡说。
如今，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感

染熏陶下，谢雪怡主动加入南社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从一
名参观者变成了讲解员，为市民
游客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每
逢假期，村史馆都会面向本村村
民及其他市民游客组织研学活
动，已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窗口。对于身份的转变，谢
雪怡表示，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
责任，她将以南社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为阵地，为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我特别喜欢带孙子孙女来
这里体验非遗课堂，既丰富了生
活，也了解了我们当地的非遗文
化。”村民谢秀媚说。

谢秀媚口中提及的国学课堂
设在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三
楼，这里定期为群众提供非遗等
传统文化体验，茶山绸衣灯公非
遗体验就是其中的一项课程。

“茶山绸衣灯公是东莞市茶
山镇独具民俗特色的传统美术
工艺品，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
史，2018 年被列为广东省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在广东省非遗项目茶山绸
衣灯公代表性传承人李翠薇看
来，群众通过南社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的平台了解了非遗项目
茶山绸衣灯公，并开始系统学习

这门非遗技艺。这不仅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助于
非遗技艺的传承。

李翠薇表示，未来，她将在
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创新
推出更多元化的体验活动，为群
众提供优质文化供给，推动茶山
绸衣灯公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与发展。

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副站长谢俊昌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推动南社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创建省级示范站，提升南
社古村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服务
品质，擦亮南社古村特色文明名
片，以文化赋能助力南社村培育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村级典型，为高质量发展和
文化强市建设贡献茶山力量。

本次大会的会议论坛环节，
设置1个主论坛和6个专业分论
坛，创新采用“一会三地”的方式
举办。其中，在珠海举办服务外
包、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形态、
数字内容出海3个主题分论坛，
在澳门举办会展旅游分论坛，在
香港举办金融高质量发展分论
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办
医疗及中医药分论坛。

在澳门分会场，“粤港澳大
湾区会展旅游经济分论坛”将
重点聚焦新时期中国会展市场
展望、会展+文旅的潜力与路
径、如何打造王牌MICE之城等
话题。在香港分会场，“粤港澳

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分论
坛”则围绕金融创新引领高水
平对外开放，如何应对跨境金
融数字化转型面对的挑战等话
题展开交流。

活动期间，广州粤港澳大湾
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国家服
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总经
理刘平、浪潮集团副总裁徐宏
伟、软通动力集团执行副总裁兼
首席数字官彭强等嘉宾出席本
次大会并发表精彩演讲，探讨金
融服务、会展商贸、中医药服务
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及发展路径，
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贡献新智慧。

“一会三地”港澳联动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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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从“聆听者”到“传播者”

助力非遗技艺传承发展

（上接 A1）

历久弥新：
“四下基层”内涵外延更

加丰富

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创举，
“四下基层”架起干部与群众之间
的“连心桥”，有效促进党的政策
主张落地生根、提高决策质量水
平、畅通民意诉求通道、推动干部
作风转变。

35年来，福建大力传承弘扬
“四下基层”优良作风，推动“四
下基层”内涵不断深化、载体不断
丰富、制度日益完善，凝聚起广大
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的强大力量。

——从方法到制度，“四下基
层”内涵日益深化。

四张小桌拼成一张长方形大
桌，两侧各摆着几把椅子。霞浦
县委党校的第一接访室，至今还
保留着当年的陈设。1988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就是在这里接待
来访群众，拉开信访接待下基层
的序幕。

多年来，领导干部接访已成
为霞浦县雷打不动的工作安排。

霞浦县县长罗义春说：“我们
把领导接访日办成对群众的服务
日，面对面纾解问题，心贴心处理

矛盾。”
坚持“四下基层”优良传统，

一系列制度规范相继出台：
福建省明确每年省级领导到

基层调研不少于30天，市县两级
领导不少于60天，全省持续开展
开门接访、进门约访、登门走访、
上门回访“四门四访”活动；

宁德建立“一企一策一专班”
工作机制，派驻党员干部到项目
一线为企业服务；

福州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
行动，组织 9.75 万名党员干部下
沉一线。

——从少数到全员，“四下基
层”参与主体持续拓展。

福安市坦洋村是坦洋工夫茶
的原产地，四周群山环绕，村前一
水襟带。“鲜叶采摘、萎凋、揉捻、
发酵、干燥、筛分整形……”谈起
红茶制作工艺，坦洋村乡村振兴
指导员冯坚如数家珍。

驻村三年来，冯坚带领村民
筹资改造茶叶技术综合培训中
心，建成村集体茶厂，发展电商直
播，拓宽茶叶销路……

像冯坚这样的乡村振兴指导
员，宁德还有很多。为让力量往
乡村派、资源往乡村走，宁德通过
选派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指
导员、科技特派员、金融助理员等

“一书记三大员”到村任职，充实
基层力量，推进乡村振兴。

如今，“四下基层”早已不局
限于党政领导干部等“关键少
数”，更多普通党员、年轻干部正
在参与其中。

干部沉下去，民心聚起来。宁
德市委组织部部长陈惠说，近年
来，宁德分批组织年轻干部到农村
开展实践锻炼。截至目前，年轻干
部累计入户走访1.5万多人次，收
集问题和意见建议1600余条，为
民办实事好事1200余件。

——从线下到线上，“四下基
层”方式方法不断丰富。

霞浦县溪南镇七星海域，连
片的渔排、网箱在波光粼粼的海
面铺展，满载海参苗的渔船穿梭
其中，一派海上丰收景象。

“七星海域是闽东主要水产
养殖区之一，养殖高峰期外地务
工人员达两万多人。”溪南镇党委
书记陈广昱说，霞浦县在七星海
域成立全省首个建制式“海上社
区”，通过“海上社区智慧平台”
实时监测，将社区治理经验从陆
地“嫁接”到海上，打通了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在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69
个单位入驻，实现“一栋楼”办公、

“一条龙”服务，便利服务“马上

到”。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新
变化，福建通过优化服务、再造流
程，让数字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下基层”不断取得新实效。

深化运用：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下基层”从“天边”到“身边”，“调
查研究下基层”从“问题”到“破
题”，“信访接待下基层”变“坐
诊”为“出诊”，“现场办公下基
层”从“会场”到“现场”……

“四下基层”既回答了走好新
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问题，
也蕴含着新时代新征程树牢群众
观点的重要方法论。历经 35 年
传承弘扬，“四下基层”所蕴含的
精神内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穿
越时空，给予广大干部群众砥砺
前行的不竭动力。

“宁德是‘四下基层’工作制
度的发源地。35 年来的传承实
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四下基
层’既是思想也是作风，既是制度
也是方法，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把心贴
近人民’的实践载体、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法宝、转变干部作
风的有效途径。”宁德市委书记梁

伟新说。
当前，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正在扎实开展。

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教授刘明认为，“四下基层”将宣
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
为重大任务，调查研究作为重要
路径，解决问题作为关键导向，
推动发展作为落脚点，其核心要
求同主题教育重点措施高度吻
合。作为第二批主题教育重要
抓手，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
传统，将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
新成效。

把“四下基层”作为了解民
情、科学决策的关键环节——

中午时分，福州市鼓楼区庆
城社区长者食堂熙熙攘攘，一份
份营养搭配的午餐热气腾腾、香
气四溢，老人们仅需花 9.9 元，就
能享受健康美味的餐食。

去年 9 月，庆城社区长者食
堂正式营业，目前，福州全市已建
成长者食堂 528 家，惠及辖区 61
万老年人。

“一顿热乎饭是民生小事，却
是很多家庭的大事。解决老人吃
饭难问题，惠及千家万户。”庆城
社区党委副书记林小玫说。

把“四下基层”作为化解矛

盾、促进和谐的重要渠道——
位于闽江之畔的福州市台

江区苍霞新城，曾是当年福州征
迁数量最大、搬迁速度最快的改
造项目。2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
展，这里人口逐渐密集，公共配
套设施不足、社区空间相对拥挤
的问题日益凸显，群众意见比较
集中。

台江区委、区政府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老旧小区改造再次按
下启动键。如今，党群共享空间、
便民服务驿站、儿童梦想乐园
……一系列便民利民设施，让老
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社区工作必须听民声、察民
情，直面焦点、难点问题，把群众
需求落实落细，让百姓关心的问
题在社区得到解决。”苍霞新城社
区党委书记王露露说。

把“四下基层”作为统筹落
实、为民办事的有力抓手——

11月 17日周五晚6时，晋江
市内坑镇政企联系群里收到了一
条来自恒安集团的协办信息，内
容涉及企业在建项目手续办理等
6个具体问题。

周六下午 3 时，恒安集团就
在群里收到了来自镇政府现场调
查、事项跟进的具体回复。

“干部深入一线对接解决企

业面临的困难，全力保障企业轻
装上阵、专注经营，我们加快发展
的信心更足了。”恒安集团副总裁
许文默说。

把“四下基层”作为改进作
风、锻炼干部的重要手段——

帮农户疏果、采摘银耳，辅导
留守儿童功课，和村民一起跳广
场舞……回忆起年轻干部“四下
基层”实践活动的点滴，古田县年
轻干部陈艳依然心潮澎湃。

“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大
家对我的称呼也从‘领导’变为了

‘妹子’。”陈艳说，做群众工作，不
管信息技术多么发达，都不能取
代“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服务。

2021 年以来，古田县实现
1031 名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实
践活动“全覆盖”。年轻干部真正
掌握了“走得进、坐得下、聊得
开”的群众工作方法，也锤炼了担
当务实的工作作风。

党心连民心，齐力能断金。
接受采访的党员干部表示，新

时代新征程，将倍加珍惜、积极践
行“四下基层”这一重要法宝，学
思想悟伟力，不断总结实践经验，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
步深化和拓展主题教育成效，在
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