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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报道：
记者8月29日从深圳卫健委获悉，
为了帮助“医美小白”擦亮双眼，快
速识别不靠谱的“黑医美”，深圳市
疾控中心（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日
前推出“避坑神器”——“深圳医美
查”。市民想找哪个医美机构或医
生，可先上“医美查”进行查询，如
果查不到，就要警惕是个“坑”。

目前，“深圳医美查”功能已在
“深圳卫健委”公众号上线。通过
该功能可以查看医疗美容机构的
地址、许可证有效期、三年内行政
处罚情况。正规的医美机构，必须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如果是
诊所类，也可持有《诊所备案凭
证》。证件上必须列出这家机构有
资格开展的诊疗科目，如美容皮肤
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中医
科等。需要注意的是，生活美容机
构若只有《卫生许可证》，就只能做

生活美容，即表面无创伤性、非侵
入性的皮肤清洁、保养等。

“深圳医美查”还可查看医生
姓名、照片、执业范围、主执业机
构、多点执业机构。一名能独立接
诊患者的医美医师被称为主诊医
师，必须满足 3 个条件：持有医师
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和通过美
容主诊医师备案。不满足上述 3
个条件的医生，只能“打辅助”，或
在主诊医师的指导下为患者服务。

据介绍，深圳是全国排名前列
的“医美之都”，2023 年全市医美
机构的服务量达到 514.3 万人次，
市场规模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全
国第三。截至 2024 年 4 月，深圳
全市开设医疗美容科的医疗机构
769 家，其中医美专科医疗机构
619 家（包 括 医 院 15 家 、门 诊 部
154 家、诊所 450 家），民营机构超
过90%。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奕镇，通
讯员陈殷、陈振敏报道：8月 29日，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国
旅游景区协会、河源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联合主办，东源县人民政
府承办的2024“生态河湖·美丽中
国”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
源举行，来自国内旅游行业的专家
学者及业内人士共同探索生态河
湖旅游新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河湖旅游目的地新做法。

大会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大使祝善忠表示，河湖湿地是旅游
发展“靓丽风景”“生态宝库”“强劲
引擎”，目前河湖湿地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完善，河湖湿地旅游产
品包括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
体验、科普教育等日益丰富，可以
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河湖
湿地旅游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同时探索一条生态优、效益
好、可持续的河湖湿地旅游之路，
是摆在河湖景区面前的重要课
题。河湖景区的加快发展，正成为
旅游业发展的强劲引擎。

据悉，广东省大小河流约2.4万
条，总长超过 10 万公里，湖泊共
156个。目前广东省国家 5A级湖

泊类旅游景区有2个，分别是惠州
西湖、肇庆星湖；国家4A级湖泊类
旅游景区也有5个。其中，举办地
河源万绿湖是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
最大的人工湖，全省 4A级湖泊旅
游景区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主题演讲环节，专家学者及
业内人士从绿色转型、跨界融合、
景城联动等方面探讨河湖类景区
如何将自然美景转化为经济财富，
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浙江千岛湖风景区、杭州西湖风景
名胜区、青海湖景区、桂林漓江风
景名胜区等国内知名河湖类景区
代表现场分享了景区可持续发展、
品牌活动打造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为强化河湖旅游的吸引力和景区
运营能力提供思路和方向。

此次大会还发布了《2024“生
态河湖·美丽中国”旅游景区高质
量发展大会活动共识》，就打造河
湖旅游目的地样板和行动路径方
面达成广泛认同，提出通过共同努
力和务实合作，吸引更多行业人士
参与到河湖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
行动中来，为全国河湖旅游发展及
文体旅深度融合提供新思路、新方
案，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
道：近日，深圳市消防救援局起
草发布《深圳市消防救援局火灾
隐患举报奖励管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该文件是为充分发挥和
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防工作的
积极性，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火
灾隐患。根据征求意见稿，深圳
拟明确奖励范围及标准，将三小
场所违规住人列为首要查处及
举报奖励内容，提高奖励标准，
按照罚款金额的50%对举报人
实施奖励。

旧规已超规范性
文件有效期

据了解，原《深圳市公安局
消防监督管理支队火灾隐患有
奖举报管理规定》（以 下 简 称

“《规定》”）2014年7月17日印发
实施，施行迄今已达十年，远超
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深圳市消
防救援机构按其金额对举报火
灾隐患实施奖励面临依据不足
的困境。并且，随着深圳市经济
社会发展与火灾现实斗争形势
的变化，《规定》的一些内容规定
已难以适应当前消防安全治理
和深化消防执法改革需要。

比如，有奖举报范围与消防
监督管理工作不匹配，对于应当
予以重点监管的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未予考虑；未设定举报奖励
的上限，致使部分人员受利益驱
使大量举报投诉，给消防监督执
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扰，违背了
实施奖励的初衷。

2024年4月，深圳市消防救
援局对《奖励管理规定》立项，并

成立起草工作组，全面收集立法
依据和相关资料，并对起草的重
点、难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充分
开展了研究论证、座谈调研等工
作，在此基础上起草完成《深圳
市消防救援局火灾隐患举报奖
励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明确奖励范围及
标准

记者注意到，此次征求意见
稿共有十八条内容。首先，明确
深圳市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全市火
灾隐患举报奖励的指导、监督，审
查区消防救援机构的奖励申请，
发放举报奖金；区消防救援机构
对举报进行核查，并对举报奖励
进行审查评定。在举报方式上，
确定了电话举报、信函举报、现场

举报和网络举报四种举报途径。
在举报内容上，除要求举报人提
供姓名或者名称、居民身份证或
其他有效证件、联系电话外，也应
当说明发现火灾隐患的时间、地
点及主要事实，以及提供能够证
明举报事项的有关证据。

其次，该征求意见稿明确奖
励范围及标准，将三小场所违规
住人列为首要查处及举报奖励内
容，明确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
道有奖举报的场所为公众聚集场
所，将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
术标准采用聚氨酯等易燃可燃材
料装修装饰纳入有奖举报范围，
将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具备从事
消防技术服务从业条件纳入有奖
举报范围。同时，提高奖励标
准，按照罚款金额的50%对举报
人实施奖励，充分调动社会主体

参与消防工作积极性。
该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不予

奖励情形，比如消防救援机构工
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或者其授
意他人进行的举报，以及具有消
防安全监管职能的有关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本行业、本系
统监管单位的举报等。

另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奖
励分配机制及奖励期限，比如多
人多次举报同一火灾隐患的，奖
励最先举报人，多人联名举报同
一火灾隐患的，按同一举报奖励，
奖励由联名举报人平均分配；同
一举报人在不同部门举报同一火
灾隐患的，不予重复奖励，一人举
报同一单位多类火灾隐患的，由
消防救援机构在经查证属实的单
项最高奖励额度以上、各项合计
奖励额度以下确定奖励金额等。

阳江市阳西县新墟镇东水山区
竹林茂盛，盛产竹笋。东水村的村
民通过传统工艺把鲜笋制成笋干，
这种制作技艺还入选了市级非遗项
目。又到了竹笋的收获季节，东水
山笋干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售价高
达 160 元每公斤，优质的土特产带
动了群众增收。

东水山区漫山遍野都是竹林，
尤其是麻竹，在雨季里更是长势喜
人，成片成片破土而出。一大早，东
水村村民谭叔便上山采挖竹笋。谭
叔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墟笋干
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东水
山区产出的竹笋鲜香味美，是不可
多得的山珍。竹笋在长到约 50 厘
米高时，口感最佳，鲜嫩爽脆。但鲜
笋不易保存，于是当地村民便通过
传统技艺，将鲜笋制成笋干。近段
时间雨水充沛，山里的竹笋已进入

丰产期，家家户户也忙碌起来，制作
美味笋干。

新墟东水山笋干制作技艺已有
300 多年历史。谭叔介绍，制作笋
干的过程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讲究
技巧。从剥皮、选肉到水煮、晾晒、
烘干，每一步都需要细心操作，才能
保证笋干的品质。当地群众还研究
制作出专门烘干鲜笋的工具“笋
窑”，在烘干环节，需十分注意火候
和烘干时间，既要保证笋干能够充
分干燥，又要避免其被烘焦。

谭叔表示，近年来，随着东水村
乡村旅游人气渐旺，东水山笋干这
种“土特产”也逐渐名声在外，当地
村民制作的笋干供不应求，被订购
一空。作为非遗技艺传承人，他计
划带动更多村民扩大竹林种植面
积，提高笋干的产量，进一步做强

“土特产”文章。

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源召开

探索生态河湖旅游新方式

“医美小白”也能快速识别不靠谱的“黑医美”

“深圳医美查”上线

深圳市火灾隐患举报奖励管理规定拟出新规

罚款金额50%奖励火灾隐患举报人

阳江东水村阳江东水村：：山笋争破土 村民制笋忙
东水山笋干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优质土特产带动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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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色产业 农户增收“钱袋”更鼓壹壹

县域里的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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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新型工业化成为各地
抓经济、促发展的“热词”。

走进梅州市志浩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运输车来回穿梭，流
水线上的机器高速运转，工人忙碌
而有序。自2007年成立至今，志浩
电子专注印制电路板生产，销售额
从创业之初的千万余元到步入“十
亿元俱乐部”。然而，电路板行业产
品迭代很快，对科技创新要求高，持
续的研发意味着持续的高投入，现
金流难免受到影响。获悉企业难题
后，建行梅州市分行多次深入开展
调研，了解客户经营情况、财务状
况，设计可行授信方案，目前已发放
四笔贷款，合计7700万元，为企业
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

制造业当家的号角响彻南粤大
地，江门台山亦不例外。台山市长
富铝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铝合金汽
车轮毂，通过引进前沿技术，全面机
器自动化生产，其产品质量、外观均
达到先进水平，因此被认定为隐形
冠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

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在向“智造”跃迁的道路上，

建行江门台山支行主动“贷”来了
及时雨。当了解到“专精特新”企
业对技术研发和设备的要求较
高，日常需要的周转资金多，该行
运用科创评价体系，为长富铝业
发放了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这其
中，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围
绕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涉及的产
品升级、项目技改、产能提升、科
技创新等转型痛点，金融机构持
续强化“输血”功能，进而提升制
造业企业的“造血”能力。

近年来，建行广东省分行聚焦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三大趋势，以金融力量高质量推
进县域新型工业化。提升服务“智
造”产业能力，产业集群支持数据
位居同业首位。持续加大对广东
战略性产业集群支持力度，重点针
对绿色石化、增材制造、生物医药、
汽车、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
备制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等7
个重点产业集群开展深入研究。
今年以来，该行已为 5700 余家战
略性产业集群企业提供综合融资
支持超1000亿元，有力推动“百千
万工程”制造业发展。

强化支持力度 新型工业化“成色”更足叁叁

枝叶总关情 点滴见初心
建行广东省分行“贷”动县域发展加速跑

放眼望去，南粤大地
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大自然馈赠的“土特产”
频频出圈，成为了农户手
中的“金饭碗”；昔日专属
城市的先进产业落户县
域，车间变得更高效、更
现代；县城里人气旺了，
机会多了，处处迸发蓬勃
生机……

近年来，广东以头号
力度实施“百县千镇万村
高质量发展工程”，开启
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
新图景。金融支持是关
键一环，作为国有大行主
力军，建行广东省分行紧
跟省委、省政府“百千万
工程”战略导向，秉承抓
重点、抓特色的原则，围
绕聚焦“特色园区”“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富县强
镇”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
推进乡村金融服务，助推
县域进一步强起来、富起
来、绿起来、美起来。

产业兴，则乡村兴。针对
县域不同资源禀赋，建行广东
省分行加大对特色优势产业的
金融扶持力度，优先助力发展

“一县一园”“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重点支持发展岭南特色
水果、南药、茶叶、花卉、水产、
天然橡胶等“土特产”，持续推
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及龙头企业
授信覆盖工作。

“尝蟹去江浙，吃蚝到阳
江。”在阳西县程村镇的红光
村，80%以上的村民从事养蚝
业。叶德良是其中一户，在他
看来，“做养殖，缺钱是常态。
不仅要购买蚝苗种，有时候遇
到台风、赤潮等，还得及时补苗
种”。一筹莫展之际，建行阳江
市分行推荐了适配的“粤兴
贷”，60 万元贷款顺利发放到
账。资金压力缓解后，叶德良

将传统的棚架式吊笼养殖转型
为胶丝绳粘蚝吊养，从“看天吃
饭”迈向“科学养殖”，产量大幅
提高，日子也更有盼头了。

发展县域产业，不仅要做足
“土”的文章，还要找准“特”的定
位，延长“产”的链条。在茂名电
白，某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
一家龙头企业，在霞洞镇大村村
委会承包了434亩土地用以种
植，并建设丝苗米加工基地。针
对高额的升级费用，建行茂名市
分行为企业提供5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随着加工基地的建设推
进，建行也成为后续项目建设固
定资产贷款资金的主要合作银
行，届时将形成一条完整、成熟、
全套的生产加工一体化链条。

中轻枫泰是电白区丝苗米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牵头实施
单位之一。如今，耕地撂荒问

题得到解决，农户通过土地流
转获得土地租金，还能到园区
务工，整个产业园提供就业岗
位达2万个。截至6月末，建行
广东省分行已为全省超过 250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700 家农
业龙头企业累计授信超360亿
元，信贷投放超200亿元。

由于盈利周期长、资金回
笼较慢，大多农户群体普遍面
临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为
此，建行广东省分行还加大对
涉农普惠金融的创新力度，推
出“农担E贷”“裕农快贷（产业
链版）”及“粤兴贷”等多款广东
特色的农户信贷产品，及时填
补了长期以来个人支农类信贷
领域的产品空白点。目前，该
行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超
640 亿元，服务农户超 7万户，
获得了市场广泛认可。

在梅州蕉岭县新铺镇，连日
来，当地苗农趁着晴好天气补植小
苗，在阳光映照下翻起了翠绿浪
潮。广东绿源园艺建设有限公司
现有 50亩的育苗基地，栽种品类
包括黑木相思、红锥、楠木等，主要
向当地林业局供给造林树苗，并被
认定为“广东省林业龙头企业”。

因苗木数量大、生产周期长，
中间的管理成本颇高。2020 年，
建行蕉岭支行得知企业需求后，
派专人实地了解经营情况，为绿
源园艺提供了 100 万元额度的小
微快贷；考虑到未来经营需求，
2024 年又审批了 95 万元额度的

“粤兴贷”。

为了进一步打好“生态牌”，做
活“绿经济”，建行广东省分行推出
绿美生态县域建设的融资服务，探
索推进农村产权抵押等创新融资
服务，加强研究土地复垦指标交易
融资、集体林权抵押融资、生态公
益林补偿收益、碳汇出让收益质押
融资等新领域的业务机遇，加快推
动相应信贷产品创新运用落地。

除了关注种植业的发展，该行还
积极践行绿色金融理念，聚焦清洁
能源、绿色制造、环保整治等领域。
比如，建行湛江市分行支持县城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助力信贷资
金投入和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运
营的PPP项目建设，为廉江重点乡镇

投入1.5亿元资金。该项目的顺利
实施，有效改善了现有镇区生活污
水无序排放、处理能力不足的局面，
对方便当地居民生活、提高周边水生
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另一边，从民房到企业，从社
区办公楼到绿道，屋顶分布式光
伏电站“追光逐日”，产出源源不
断的清洁能源，这样的场景也在
广袤县域里轮番上演。建行广东
省分行发挥绿色信贷优势，创新

“分布式光伏支持贷”产品，支持
广东省整县光伏业务发展。截至
目前，省内 38个整县光伏试点县
域中，该行已在多个县区投放光
伏贷款超10亿元。

截至 2024 年 7 月末，建行广东省分行对“百千万工程”：
贷款余额达 2.2 万亿元，累计投放超 1.8 万亿元，当年累计投

放 6900 余亿元。
其中，涉农贷款总量超 2700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超 930 亿元；
普惠贷款总量超 3000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超 2200 亿元；
制造业贷款总量超 3100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超 2000 亿元；
绿色金融贷款总量超 4300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超 1000 亿元；
海洋牧场贷款总量 38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 12 亿元。

创新融资服务 绿水青山“底色”更美贰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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