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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蓝”燃起黎明
还村民一个美丽家园

决口合龙后，尽快抽排积
水，重建修缮家园，是当地村民
的心之所念，也是各方抢险力量
的当务之急。根据实际情况，在
不干扰一线堤防加固的前提下，
现场设置数个排涝点位。

距离原决口处几公里外，靠
近团北村团北七组的排涝点首先
开展了排涝作业。伴随着排涝车
发动机的阵阵轰鸣声，每台车 8
条管道满负荷启动，一股股水流
从被淹没的团洲垸抽回洞庭湖，
滔天的水花喷涌而出。抽排一会
后，夹杂着泥沙的涌流出现，也意
味着排水管道潜入了水域底部。

“最多每车每小时抽排4000

立方米，24小时连轴转。”据岳阳
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人员潘伦
可介绍，目前该支队在排水点的
2 台排涝车已经满负荷运转，大
大小小的排涝工具都用上了，目
标就是以最快速度把团洲垸水
涝排空，让村民早日回家。

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名熊
姓队员称，该队采用 250 毫米管
径的排水水袋，扬程较小，主要用
于大流量的输水排送。同时，水
袋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段口调节长
度，保障团洲垸排水工作。

“还团洲垸村民一个美丽家
园。”对于生长在岳阳的潘伦可而
言，这片他深爱着的家乡土地，他
将全身心地投入排水作业。“各方
支援，并肩作战，也是我们千锤百
炼发挥作用的时刻。”

据有关方面介绍，跨省区增
援的第一批次排涝力量 397 人、
排涝装备47台套，总排涝能力约
13.5 万立方米/小时，连夜出发；
第二批次排涝力量保持应急状
态，根据现场需要随时进行增援。

“鱼水情”抚慰人心
一句“辛苦”换来多句感谢

军民鱼水情，共渡难关更显
真切。7月 9日 16时，华容县钱
粮湖镇的 20余名百姓推着三轮

车来到钱团间堤，为正在这里防
汛抗洪抢险的官兵们送上了甜
甜的绿豆粥和豆腐脑。

为了让官兵们喝上解暑的
绿豆粥和豆腐脑，在村民傅维的
组织下，他们从早上 6时便开始
张罗。

“我是开饭店的，我同学开
服装店，这两天都没有营业了，
想着能为抢险做点什么。天气
热，就决定张罗着一起来送点糖
水。”村民戴先生说。在团队十
几个人不间断的配合下，他们将
10大桶 1300多斤的绿豆粥和豆
腐脑送到“第二道防线”，一碗接
着一碗，一句“辛苦”换来多句感
谢。烈日当空，抢险官兵们汗流
浃背的身影，不少村民群众历历
在目。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官兵、民兵多支力量分批抵达
抢险救援现场，全力开展巡堤固
坝、封堵管涌等任务作业。

“子弟兵在为我们保卫家
园，我们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做点
事。”参与此次活动的吴娟阿姨
表示。

“高强度”重建家园
跨市跨省增援赶赴前线

湖 南 岳 阳 市 华 容 县 洞 庭
湖一线堤防决口完成封堵后，

有 关 部 门 已 调 集 排 涝 设 备 对
内 洪 水 进 行 抽 排 。 目 前 排 涝
所需要的各类潜水、电泵等相
关 设 施 已 陆 续 运 送 到 团 洲 垸
大堤。

各地消防人员集结到位，在
决口附近的排涝点展开排涝工
作。7月 9日凌晨，湖北武汉、宜
昌、荆州、孝感、汉江、训保等消
防支队共 28 车、85 人连夜赶赴
湖南洞庭湖增援，开展排水排涝
工作。

据悉，来自湖北的85名消防
人员将携带龙吸水排涝车、电动
排涝车、前突救援车、大流量排
涝机器人、野战宿营车等排涝设
备和救援装备。

此外，湖南岳阳、常德、株
洲、张家界等地消防人员也赶赴
前线。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作
战训练科熊卫芳介绍，常德市消
防救援支队出动 2 台排涝车、5
台排涝拖车开赴任务点团洲乡
团南村。

7 月 9 日 7 时 58 分，该支队
第一台排涝车 8 台抽水泵全部
出 水 ，每 小 时 抽 水 4800 立 方
米。到上午 10 时许，第二台排
涝车、5 台排涝拖车全部出水。
目前，常德消防每小时可抽水
14600 立方米，排涝作业仍在进
行之中。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梁丹立报道：7月 9日，广东
省人口发展研究院举办了 2024
年第 35 个世界人口日专题座谈
会。社会学、人口学的专家提
出，当前人口发展出现新形势，
一边是少子化，另一边是老龄
化，为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推
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和发展，
需增加家庭的公共财政投入，从
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以
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

今年广东出生人口下
降趋势或缓解

《世界人口展望 2022》数据

显示，随着全球出生率下降，人
口快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人口
负增长将成为全球人口发展不
可阻挡的趋势。

据广东省卫健委信息，2023
年，全省出生人口103万，占全国
11.4%，出生率为 8.12%，高于全
国的6.39%。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一级调研
员林洪表示，目前，我省人口发展
形势正发生着明显变化。自从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
来，广东出生人口经历了先明显
上升、后持续下降的情况。

可喜的是，2024年出生人口
可能会有所增加。广东省妇幼
保健院副院长刘风华向记者介

绍，今年 1-6 月，全省活产数比
去 年 同 期 略 有 增 长 ，增 幅 为
1.4%。她表示，这与三孩政策以
及农历“龙年生龙子”有一定关
系，也可能预示着出生人口下降
趋势略微出现缓解。

从幼到老的社会转
变，需要调整社会体系

在出生人口整体下降的同
时，全省又面临人口加速老龄化
的形势。根据联合国标准，65岁
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的则为
老年型社会。2021年5月，《广东
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
布，65岁及以上人口为1081.3万

人，占8.58%，首次超过7%，这提
示，广东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侯佳伟表示，从一个以儿童为主
体的社会，将转变为以老年人口
占主体的“深度老龄化”社会，这
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一
系列社会、经济体系调整的催化
剂，它要求我们在社会保障、医
疗服务、劳动力市场乃至科技创
新领域，进行全方位的适应与创
新。

要从投资于“物”转向
投资于“人”

近年来，省级财政计划投入

3.86 亿元重点支持市级托育综
合服务中心和县级示范托育机
构建设（省市县三级投入超 10 亿
元），打造覆盖全省的普惠托育
服务指导体系。截至 2023 年
底，全省共有各类托育机构9000
余家，提供托位超 50万个，数量
均居全国第一。

之所以如此重视普惠托育
服务体系健康，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解韬表示，目前我们需
要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

“人”，比如增加家庭的公共财政
投入不仅可以大幅提高我国人
口的整体素质，也可以通过人力
资本投资的更高回报，为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聚 焦防汛抗洪防汛抗洪

““百千万工程百千万工程””一线蹲点一线蹲点
万名医师下乡

还村民一个美丽家园
各方力量增援湖南团洲垸，高强度排涝恢复居民生产生活

文/卢佳圳 图/曾育文 邓鼎园

抢险一线的军民鱼水情抢险一线的军民鱼水情

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

守护千年文脉 赓续文化传承

华灯初上，静谧的肇庆七星岩像一幅大型山水画一般，在城中铺
开。湖面波光粼粼，湖边清风徐徐，宜人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古迹积
淀，让它一直成为不少旅游爱好者向往之地。景区文化底蕴深厚，文
物古迹众多。景区自唐代开辟以来，迄今 1200 余年，1982 年经国务院
批准成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近年来，肇庆市先后投入大量精
力对景区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景区设施不断完善，面貌焕然一新，景区
品质大为提升，并于 2020 年 1 月成功升级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作为首
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分为七
星岩和鼎湖山两个景区，一直以
来是广东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旅游
名片。星湖风景名胜区文化底蕴
深厚，文物古迹众多，七星岩自唐
代开辟以来，迄今1200余年。

唐开元年间李北海在石室
洞口的《端州石室记》和唐宝历
年间李绅在石室东壁题记，均可
佐证。唐宋以后，慕名游者，络
绎不绝，名人题咏，比比皆是。

1949 年后，党和政府重视
星湖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
筑堤建湖，整修道路，植树绿化，
修葺文物古迹，兴建亭楼宾馆，
增设旅游设施，治水理山，使星
湖景区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内
外游客旅游的胜地。

今年 7 月，“玉堂金阙——

肇庆七星岩石刻与岭南文化研
究展”在肇庆举行，现场展示的
摩崖石刻拓片，吸引了不少艺术
家前来品鉴。“我们在摩崖石刻
看到很多细节，比如唐代李绅，
宋代包拯、周惇颐等历代名人的
题字作词都在七星岩有遗存，有
丰富的历史资料，这本厚重的

‘历史书’值得大家去挖掘。”上
海书画出版社编审、《书法》杂志
副主编杨勇现场受访时说道。

资料显示，肇庆星湖景区现
已拥有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 36
处、历史建筑15处，七星岩片区
拥有古树名木62株。

星湖独特的历史人文风貌
使星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瑰
宝和艺术殿堂，成为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肇庆的重要文化符号和
代表性城市记忆。

古迹穿越时空 承载城市记忆

历代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十
分重视星湖景区的保护和建设。
早在明万历己亥年（公元1599年）
岭南副使李开芳就在七星岩石室
岩东壁镌刻“泽梁无禁，岩石勿
伐”八个醒目大字，告诫人们要珍
惜爱护风景区岩石，在出米洞石
洞口左侧石壁刻有“岩石岩树勿
伐，如有违者罚钱一千文”。

1949年后，党和人民政府进
一步加强了七星岩风景区资源
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在七星岩
博物馆里，陈列的资料显示，从
1955年组织“万人挖星湖”大建
设开始，景区管理部门和当地人
民群众保护和加强景区的规划
建设，先后组织修筑沥湖堤围，
开发湖景，恢复和保护古建筑，
兴建了七星岩牌坊、鼎湖山宝鼎
园、七星岩东门广场、环星湖绿
道和波海公园等大批新景点。

2013 年星湖创建 5A 级旅

游景区后，景区进入了第四次建
设高潮，对景区的设施、设备以
及文物建筑等都进行了提升和
修缮，实施“智慧星湖”工程，对
景区实施智能化管理。

保护是前提，是传承和活化
利用珍贵文物的基础。2015年
以来，星湖文物部门共争取国家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近 1500 万
元，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600
多万元，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近100多万元，按照“修旧如旧”
和“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根
据景区文物的实际情况，先后组
织开展了七星岩摩崖石刻除险加
固、古建筑亭廊修缮及狮岗——
叶挺独立团练兵场遗址修缮及陈
展等多个工程项目，消除潜在安
全隐患，为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
发挥星湖文物记录文明、传承文
化，以及给人们以情感熏陶的教
育作用提供坚强支撑。

保护传承 赓续城市名片

近年来，星湖管理部门立足
实际，因势利导，深入挖掘和展
示历史文化资源，稳步推进文物
合理适度利用。

自 2018 年起，景区连续举
办了五届七星岩摩崖石刻诗词
大会。每届都有新花样，每届都
有新收获，异彩纷呈，亮点频现，
让人们享受了满满的精神和文
化盛宴。使其成为了2022年全
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之
一。2023 年 12 月份举行了“星
湖周边省市摩崖石刻保护利用
研讨会”，邀请了专家对七星岩
摩崖石刻的保护进行了研讨。
2024年7月，与肇庆市本地高校
肇庆学院进行资源优势合作，在

肇庆美术馆举办“玉堂金阙：肇
庆七星岩石刻与岭南文化”研究
展，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赓续文脉，薪火相传！今年
适逢肇庆荣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30周年。肇庆星湖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受访时表
示，星湖文物所蕴藏的重要文化
和艺术价值，为肇庆增添了厚重
浓郁的人文底蕴，为名城 30 年
留下了一幅穿越历史、承接古今
的绚丽文化图卷，景区坚持以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
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
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坚
实守护传承好肇庆人独有的文
化名片，擦亮文化品牌。

活化利用 内涵不断拓展

7 月 8日 22时 33分，湖南岳
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决口
完成合龙。9日，湖南华容县团洲
垸开始排涝工作，增援力量于上午
全部抵达，减轻钱团间堤的防洪压
力、尽快恢复垸内居民生产生活。

龙年生龙子！上半年全省新生儿出生数同比略有增长
人口学专家：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需要投资“人”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打造群众急需的基层专科团队打造群众急需的基层专科团队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俊华

湛江：

《广东省百名卫生首席专家下基
层计划实施方案》启动一年有余，记者
走访湛江基层一线看到，外省大专家
“落户”粤西偏远卫生院并没有“水土

不服”，这场双向奔赴正在帮助基层医
疗机构输血、造血，打造当地迫切需要
的专科医疗团队，实实在在提升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卫生院与大专家的
双向奔赴

廉江市青平镇中心卫生院
位于湛江西部，由于地理位置
特殊，正处于两广交界，门诊
20%患者来自广西。距此20分
钟车程是在建的重点项目，卫
生院还要为 3 万多名施工人员
提供医疗保障。这些对于这家
镇卫生院来说是难以承受之
重。医院最大的软肋不是别
的，就是：人才。

去年3月，广东面向全国选
聘 100 名具有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执业经历、高级职称且符合
相关条件的退休医生担任首席
专家，在全省 47 家中心卫生院
全职工作 3年，“传、帮、带”打
造专科团队，充实基层卫生人
才队伍。每位首席专家每年由
省财政补助20万元。

专家库一开放，青平镇卫生
院院长叶其兴就进去联系申请
了3位专家，他计划由这三位专
家帮助卫生院打造创伤急救团
队和针灸康复团队，以解决当
地迫在眉睫的医疗需求——工
地多、交通状况复杂，急诊外伤
患者多；老龄化趋势显露，康复
理疗、医养结合需求大。

“你先来我们这里看看，我
们给报销来回路费。”叶其兴

在电话里邀请专家。
去年8月，杨振忠拉着行李

箱就过来了，再没离开。这位
有着 42 年工作经验、做过上万
台手术的“一把刀”曾先后在河
南、北京工作，并参加过中国援
非医疗队。刚刚退休一年多，
他感觉自己仍年富力强，很想
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帮到
真正有需要的地方。

骨科专家邵金辉、中医专家
黄彩红也先后来到这里。

考虑到三位专家都是北方
人，医院食堂特意增加了稀饭、
面条供应频次，每个人的宿舍
里都专门配备了炉具、餐具，方
便他们做自己的家乡菜。

爱是双向奔赴。专家们每
天7点多就到了医院，晚饭后也
来病房，急诊更是随叫随到。

他们刚到不久，就遇到一次
大考。

去年10月9日傍晚6时许，
邵金辉正在宿舍煮面条，突然
接到医院电话，他把火一关就
冲回医院。原来附近发生了一
起重大交通事故，伤者众多。
门诊灯火通明，伤患们的哭声、
呻吟声此起彼伏，本院医务人
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邵
金辉和杨振忠带领医院的骨干
医生立即组织抢救和外伤处
理，一直忙到天色发白。除6人
留院外，其他 12 人经处理后及

时转诊，将伤亡降至最低。经
此一“战”，医院“军心大振”。

给年轻医生的“魔鬼
训练”

残端修整术、骨折牵引复位
术、肌腱吻合术、胸腰椎压缩性
骨折固定、胸腔穿刺引流、大面
积烧伤清创……两位外科专家
到来后，让这家镇卫生院实现
了一个个零的突破。

如何打造创伤急救团队，邵
金辉和杨振忠边工作、边观察，
两个月后才为这家卫生院开出

“处方”：狠抓基本理论、基本操
作、基本技能，先把基础打牢，
后 续 发 展 才 能 走 得 更 高、更
远。他们将卫生管理部门发布
的18项医疗制度逐条逐项地落
实在每一个医疗行为中，实现
诊疗规范化。

“以骨折后的冰敷为例，他
们（专家们）提出的冰敷频率和
时间与我们之前操作的不一
样，刚开始大家还有些不理解，
也不习惯，但后来的疗效让我
们心服口服。”医院外科医生周
东杰说。

杨振忠解释，规范化操作不
仅确保诊疗安全，还可以提高诊
疗质量，就同一个治疗或手术而
言，让患者可以在基层享受和三
甲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作为一名刚毕业七八年的
年轻医生，周东杰在两位专家
手术时边当助手，边学习。手
术前要背熟手术步骤、突发各
种意外时的处理手段，手术中
专家随时抽查，手术后要写一
份心得体会，专家们还要批改，
写错要重改，手术当晚睡前必
须在心里把整个手术过程复盘
……“这几个月比早年读书时还
要累，不过收获也很大，生理、
解剖的基础知识更扎实了。”周
东杰说。

“魔鬼训练”帮助周东杰快
速成长。今年3月起，周东杰开
始独立手术了，“师傅”在一旁
看着，帮他把关。腰穿、膀胱造
瘘、复杂导尿、肌腱缝合、皮瓣
转移……周东杰向记者列举他
新近掌握的技能。

基层需要便宜又有
效的治疗

外科病房目前住有十几位
患者，记者跟随首席专家们查
房时注意到这些患者接受的治
疗便宜又有效。

11岁女孩晓瑜摔倒后右前
臂发生了骨折，由于没及时就医，
来看病时已经出现了手臂肿胀、
麻木，手指呈爪状，是典型的骨筋
膜间隙综合征。如果做手术的话
手臂要留下十几厘米的创口，专

家给她的治疗方案是“手法复
位+夹板固定”，这样不会留下创
口，费用仅是手术的30%。

这次来湛江，邵金辉带着他
的“独门兵器”——他自己研制
的一种微创刀具，比小针刀的
针还细，可用于治疗关节粘连、
韧带粘连，费用仅需一百多元。

中医首席专家黄彩红到来
后成立了针灸康复团队，开展
了小针刀、火针、拔火罐、腹针、
腕踝针等中医适宜技术。

55 岁清姐是位渔民，已经
饱受面瘫之苦两年有余，四处
求医已花费上万元，听说镇中
心医院新来的中医专家有几下
子，她就来试试，才针灸了四次
已经有明显改善。

三位首席专家到来后，青平
镇医院门诊量比往年同期增加
了 39%，住院量增加了 15%，手
术量增加了10%。“我希望三年
期满，能帮医院建立起正规的
骨科体系，这也是我退休后的
一大心愿。”邵金辉说。

专家续写职业风采，医院得
到了发展，当地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专家型服务，真可谓是一
举三得！“我真心希望专家们停
留的时间能再长些，三年还是
短了，儿科也是我们的薄弱环
节，目前还没有专科人才，能再
来 个 儿 科 首 席 专 家 就 更 好
了。”叶其兴说。

静谧的七星岩静谧的七星岩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黎存根报
道：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官网获悉，近日该厅发布公告，
确定广州市七彩澳游世界旅游
区等 14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确定清远市美林湖
旅游度假区等 3 家旅游度假区
为新一批省级旅游度假区。

经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推荐，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并
完成公示，此次新增的 14 家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分布于广
州、深圳、珠海、汕头、河源、梅
州、汕尾、湛江、茂名、肇庆、清
远等 11 个城市，其中广州市新
增3家，数量最多。

这14家分别是广州市七彩
澳游世界旅游区、天人山水旅游

区、帽峰山森林公园景区、深圳
市欢乐港湾旅游景区、珠海市桂
山岛风景区、汕头市妈屿岛旅游
区、河源市黄龙岩畲族风情旅游
区、梅州市南寿峰旅游景区、三
河坝战役纪念园景区、汕尾市海
丰县新山红色旅游区、湛江市遂
溪孔子文化城景区、茂名市信宜
莲花湖庄园景区、肇庆市封开贺
江碧道画廊景区、清远市连南瑶
族自治县万山朝王景区。

经创建单位自愿申报、所在
地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初审
和推荐，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按
程序组织认定并完成公示，新增
清远市美林湖旅游度假区、江门
市赤坎华侨古镇国际旅游度假
区、云浮市新兴象窝山生态园度
假区3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广东新增14家4A级景区
和3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吴勇强 刘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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