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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促进粤、港、澳多元产业和青年人
才的交融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离不
开实体经济的发展。

2018 年 10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格力电器公司考察时强调，从大国到强
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
不能脱实向虚。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
个关键，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
握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力更生奋斗，
靠自主创新争取，希望所有企业都朝着这
个方向去奋斗。

“格力每年都会设有科技进步奖，每个
团队的科研经费都是不设上限的，大力支持
自主创新。”格力90后科研人员王亚东介绍
着格力内部鼓励创新的举措，他是去年与总
书记亲切交流的青年员工之一。

王 亚 东 是 山 西 太 原 人 ，
2015 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格
力工作，现在是珠海格力精密
模 具 有 限 公 司 自 动 化 工 程
师。他所在的团队由最初的 4
个人，发展到了现在 40多人，
80后 90后的青年人占了团队

的绝大多数，并且完全是通过自身培养成
长起来的。他们自主研发建立的自动线，
将加工的设备、机器人、机器人导轨串联起
来，过去 4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一个人就可
以完成，实现了模具生产线自动化，在行业
里具有先进性。

“团队刚成立那段时间，我都不敢与人
握手，因为手上甚至指甲盖里全是调试机器
时蹭的灰，但我也非常感谢那段时间的经
历，因为这个过程锻炼刻苦攻坚的毅力，奠
定了我们勇攀高峰的基石。”王亚东说。

说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王亚
东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大湾区对我们是一
个机遇，尤其是 80后 90后甚至 00后，更应
该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勇于站在潮
头奉献自己的力量。”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医生冯秀岭的术
前准备工作比他的大多数同行都要复杂一些。

一副手套，再加一副手套；一层布制分体洗
手衣，加一层布制手术衣，再加一层不透气的一
次性防护衣；此外，他还要戴脚套、穿胶鞋，头罩
有双层防护面屏的头盔。每次装备完毕后，冯
秀岭看起来就像一只灵活的企鹅。

之所以要穿戴得如此密不透风，是因为冯
秀岭的手术对象很特殊——他们都是艾滋病患
者。在这些患者的体内切割、缝针，相当于不断
地与携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擦肩而过。

17年间，这样的擦身，冯秀岭经历了3000多
次。即使全副武装，他也不可避免地在手术中遇
到职业暴露，并为此承受近1个月的身心煎熬。

据国家卫健委估计，截至 2018年，我国存
活的艾滋病感染者约 125万人。因为遭受意外
或生病等原因，这一群体也需要急诊处理或外
科手术治疗。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医院
都以风险过高为由拒绝为艾滋病人做手术。

一边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一边是
医护人员面临的感染风险。这场伦理间的博弈，从
冯秀岭第一次为艾滋病人动刀起，就没有停止过。

“那是一条人命”
2002年，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来了一位因输

血感染HIV的女病人。当时，她身患直肠癌晚

期，并伴有低位肠梗阻。由于病灶堵塞无法排
气，入院时这位病人的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且疼
痛难忍。在普外科，这算不上困难的手术。但
因为身患艾滋病，病人已被多家医院拒收，病情
一再拖延加重。

当时，手术排班正好轮到了冯秀岭。“当然想
要拒绝。”冯秀岭说，那个时候，国内对艾滋病了解
还比较少，甚至连预防感染的阻断药都很罕见。
如果他选择不做这台手术，同事们都能理解。

可走到病床前，冯秀岭就是没办法把拒绝
的话说出口。面对病人的痛苦挣扎，冯秀岭动
摇了，“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条人命。”

最终，在只有单层面屏保护头部、脸部的简
陋防护条件下，冯秀岭完成了手术，帮患者解除
了肠梗阻的痛苦。他记得，手术过程中，行医已
十多年的自己第一次紧张到“肢体不协调，用起
手术刀来都不自然”。

就像是开了个收不住的口子，那一次后，不
断有艾滋病人来找冯秀岭做手术。其中有些人
还是从甘肃、陕西、福建、新疆等地远道而来。
他们有的是经病友或当地医生介绍，有的是在
网上看到相关信息。相似的是，这些病人往往
是辗转多地求医无门，把冯秀岭和河南省传染
病医院视为最后的希望。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以成
都为例，直到 2006年，全年艾滋病人手术案例

还只有 1例。作为国内最早接收艾滋病患者的
医院，30多年来，北京地坛医院接收了大量被
普通综合性医院拒诊的病人，遍及妇产、骨科、
神经内科等科室。

现在，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普外科接收的艾
滋病人的比例约占所有患者的二分之一，冯秀
岭累计已为3000余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职业暴露不可避免
每多做一台手术，就多增加一分被感染的

风险。冯秀岭和他的同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在给艾滋病人手术过程中，为了最大程度减少

风险，器械的传递也有别于普通手术。“如果是医护
人员之间手手相传，就可能出现划伤。”在冯秀岭的
手术台上，器械先由助手放入托盘，他再自己伸手
去拿。“减慢手术速度，安全指数才能增加。”

尽管如此，2004年冯秀岭还是遭遇了第一次
职业暴露。在给一名艾滋病患者做输尿管结石手
术时，手术刀穿透手套划伤了冯秀岭的手。经过
紧急处理后，他面不改色地接着完成了手术。

“保持淡定是职业需要，其实我心里非常恐
慌。”冯秀岭回忆，手术后，他连吃了一个多月的
阻断药物。由于药物作用，期间他常常上吐下
泻犯恶心，短时间里体重掉了12斤。

比起药物对身体的折磨，更难忍受的是心
理上的煎熬。“有问题，没问题？有问题，没问

题？”拿到检测结果前的每一天，冯秀岭都不停
猜测着答案。由此，他也想过不再做这么危险
的手术。可面对越来越多的患者，冯秀岭发现
自己无法停止脚步。即使在服用阻断药期间，
他还为两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手术。

冯秀岭最终躲过一劫。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
里，他又经历了3次职业暴露，但他反而不再像最
初那样担忧和恐慌。“只要站上手术台，暴露就不
可能完全避免，不如全身心地专注于手术本身。”

现在，针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和风险防范，河
南省传染病医院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流程。
在普外科，每月 100例传染病患者的手术中，艾
滋病患者占到40%。几乎每一名医护人员都遇
到过职业暴露，但没有出现任何感染案例。

“不给看”与“看不了”的困境
在各地传染病医院，因为明确了解治疗对象

的特殊性，从而能对医护人员进行有效防护。但
在普通综合性医院，由于有的患者刻意隐瞒或者
根本不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反而可能使医
生置身危险之中。冯秀岭说，在他的病人中，就
有两位因工作感染艾滋病毒的医生。

2012年，天津一位携带艾滋病毒的肺癌患者
因求医屡次遭拒，选择私自更改病历隐瞒病情，并
最终接受了手术。此事引起了多方讨论和关注，
在谴责这位患者为医护人员带来风险的同时，艾

滋病人“看病难”的心酸也引来了不少人的同情。
“这更多是医疗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冯秀岭

告诉记者，普通综合性医院不同于专业传染病医
院，院内感染控制的专业性和严格性都要稍差一
些。“医院不仅要考虑医护人员可能遭遇的职业暴
露，还要考虑普通病人的安全。”在冯秀岭看来，让
艾滋病人转到专科医院治疗，是一种正确的引导。

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 125万存活的艾滋
病人，他们的就医场所大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
的定点医院或省会城市的传染病医院，但并非
所有医院都开设有完善的外科科室。以地坛医
院为例，因为没有胸外科，就无法为上述肺癌患
者进行手术治疗。

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为包括艾滋病在内
的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服务的医生。

最近几年，冯秀岭一直希望为科室引进从
事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但自 2018年公开招聘
以来，应聘者寥寥无几，好不容易有两名专业对
口的研究生，一个来了 3天就离开了，另外一个
也没坚持到一个月。

“这是一份高危职业，年轻人有自己的选择
也能理解。”普外科护士长张元蓓告诉记者，刚
毕业时，每天来上班她也心惊胆战。可随着时
间在繁忙琐碎的工作中往前推移，“习惯了，也
就不觉得这里跟别的医院有什么不同。”

其实包括冯秀岭在内，许多医护人员的家
人都出于健康的考虑，屡屡建议他们换科室换
岗位。“可总要人做这些事，要承担这些风险。”
冯秀岭说，往后，他希望让更多的年轻医生正确
认识艾滋病，让艾滋病群体得到与普通人无异
的医疗救治和帮助。

（原载于《工人日报》2019年7月13日4版）

我是一名医生，那是一个生命……
工人日报记者 余嘉熙 通讯员 董君亚

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声音
郑报全媒体记者 安学军 王军方翟宝宽 马健 夏普 张祎程红森 陈君平 文/图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热潮澎湃而起。
粤港澳大湾区指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

圳、珠海等9市组成的城市群。
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

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未来这里将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优质
生活圈，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与美国纽约湾区、旧金
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

7月盛夏，南海之滨，清风徐来。7月
9日，“沿习之路 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
寻访南线采访团队来到海滨城市珠海。

上午9时，由四辆越野车组成的采访团
队登上港珠澳大桥。波澜壮阔的景象让现
场每个人都在为这一伟大工程发声赞叹。

2018年 10月 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
仪式在珠海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大
桥正式开通。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东
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 55
公里，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
型跨海交通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
大桥工程。

“当我第一次参观港珠澳大桥的时候，
心情非常澎湃，自豪感油然而生。”说起第一
次近距离感受港珠澳大桥的魅力，24岁的港
珠澳大桥边检站民警唐耀坤依然激动。

去年 7月，刚刚大学毕业的唐耀坤通
过国考进入厦门边检总站工作，按照计划，
他要在珠海进行两个月的岗前培训。“我跟
大桥很有缘，原本两个月培训结束我就要
回到厦门总站，但是正好赶上港珠澳大桥
开通，人手紧缺，我就被派到大桥这边支援
工作，我觉得非常荣幸。”

23岁的姜萌跟唐耀坤是同一批进入港
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民警。“节假日，我们的工
作会更忙。”2019年元旦是姜萌执勤，节假日
还要上班的她，那天却觉得心里暖暖的。“新
年第一天该我上班。临近中午时候，从澳门
过来几个少年要去珠海，我给他们办完手续
后，他们不约而同微笑着跟我说了一句‘新
年快乐’，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心里暖暖的。”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让正在北京师范
大学珠海分校读大三的香港女孩杜小倩感
到非常方便。“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寒暑假
结束我可以直接从香港回来珠海上学，能
节省不少时间。”杜小倩说，“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设发展如火如荼，我觉得也会影响我
未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

港珠澳大桥往南约 30 公里，就是
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内地唯一与香
港、澳门陆桥相连的地方，曾被誉为珠
三角核心地区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处
女地”。

2011年 3月 6日，《粤澳合作框架协
议》签署。其中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
业园作为第一个落地项目，于 2011年 4
月正式落地横琴，由澳门和横琴共同组
建公司进行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

2018年 10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横琴新区考察了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他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
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

“产业园区在助力澳门企业全方面
发展的同时助力澳门的人才快速成长，
促进澳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带动澳门
经济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的建设和发展。”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的媒体副经理郑子
秋说。

为推动粤港澳三地青年人才的交
流，让更多的港澳大学生融入大湾区建
设，从去年开始，横琴新区每年都会举办
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

“我的很多同学非常希望能来横琴
实习，但是学校里只给了 20个名额，当
知道我被选中的时候，真的超开心。”22
岁的邝文秀是澳门理工大学大三的学
生，现在被分配到横琴新区管委会的澳
门事务局实习。“我是蛮希望毕业以后能
够在横琴工作，希望到时候可以把房子
买到横琴。”邝文秀微笑着说。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热潮也吸引了
众多港澳青年来到内地发展。“我已经把
公司的业务重心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也
算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香港商人赖家智目前在广州
经营着一家教育咨询公司。

一桥越沧海：
港珠澳大桥为大湾区插上

腾飞的翅膀

初心不能忘：
横琴新区助推澳门产业

多元化发展

核心是创新：
实体经济发展对大湾区建设至关重要

“沿习之路”采访车队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全国夏粮生产获得丰收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数据，2019 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174 万吨（2835 亿
斤），比2018年增加293万吨（58.6亿斤），增长2.1％。

其中，夏收谷物产量13248万吨（2650亿斤），比 2018年
增加 261 万吨（52.2 亿斤），增长 2％；小麦产量 13106 万吨
（2621 亿斤），比 2018 年增加 267 万吨（53.3 亿斤），增长
2.1％。2019年夏粮播种面积略减，但得益于单产恢复性增
长，夏粮产量增加。

统计显示，2019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354千公顷（39531
万亩），比 2018年减少 349千公顷（523.3 万亩），下降 1.3％。
2019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5378公斤／公顷（359公斤／
亩），比2018年增加180公斤／公顷（12公斤／亩），增长3.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说，夏粮播种面积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适当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主
动增加优质高效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此外，夏粮单产提高的
主要原因是气候条件总体有利，灾情相对较轻。

长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沿江各地须做好洪水防御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13日从水
利部了解到，13日 5时，长江中游干流九江站水位 20.00米，
达到警戒水位（20.00米），标志着长江 2019年第 1号洪水在
中下游形成。

受近期强降雨及洞庭湖、鄱阳湖来水影响，长江中游干流
九江江段、鄱阳湖发生超警洪水，13日 5时，长江中游干流九
江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0.00米，10时涨至20.06米。

鉴于长江干流城陵矶段可能超警，应湖南省请求，统筹考虑
上下游防洪形势，长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三峡水库从7月12日起
逐渐减小水库流量，减轻洞庭湖区和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压力。

7月 12日，水利部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直辖市）水利部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发
出通知，对监测预报预警、堤防巡查防守、水工程科学调度、抢
险技术支撑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增派 2个工作组分赴安
徽、浙江协助指导。此前，水利部已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
急响应，派工作组分赴湖南、江西协助指导洪水防御工作。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于
近期择机离轨再入大气层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李国利 邓孟）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 13日透露，根据计划安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
完成全部拓展试验，计划于北京时间 2019年 7月 19日择机
受控离轨并再入大气层，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
海域（西经160度~90度、南纬30度~45度）。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是在天宫一号备份目标飞行器基础上
改进研制而成，由实验舱和资源舱组成，总长10.4米，舱体最大
直径3.35米，太阳帆板展开后翼展宽度约18.4米，起飞重量约
8.6吨，具有与神舟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交会对接、实施推
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重要功能。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于2016年 9月 15日发射入轨，设计
在轨寿命2年，截至目前，已在轨飞行超过1000天，平台及载荷
功能正常、状态良好，受控再入大气层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预定
计划扎实稳步推进。天宫二号再入大气层后，我国将及时对外
发布信息、通报有关情况，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

北京检查整改物业管理
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 李嘉瑞）记者从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将物业管理区域高空
坠物安全隐患纳入“2019年群众关注物业管理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专项治理，全面检查整改
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

日前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
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物业企业要增强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
集中开展高空坠物隐患排查整改和宣传指引工作。具体包括：
全面检查整改建筑外墙装饰和玻璃幕墙破损、外立面墙砖空
鼓、户外广告牌（牌匾）锈蚀松动、建筑物悬挂物和搁置物松动
等；排查整改业主凉台杂物堆积、空调护栏或支架松动、空调室
外机堆放杂物等；排查整改企业内部高空作业制度缺失、监控
设备运行不正常和高空坠物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