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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苗 通讯员/

钟显强）“以前起码要40分钟，今天20
分钟就到了，一路通畅！”2月14日，为

确保孩子顺利返校，家住佛山新城的王

女士特意起了个大早，但没想到靠着交

警执勤疏导，她和孩子比以往早20分

钟就到达南海中心小学门口，就连之前

常堵的路段也一路畅通，她连连称赞交

警真是太给力了。

这正是由交警、教师、家长、义工志

愿者组成的“警家校”模式发挥着作

用。为保障开学季交通秩序，南海公安

交警落实“一校一方案”，优化“警家校”

校园护畅模式之余，还加强警力部署，

做好校车“体检”“开学第一课”等工作。

开学前夕，南海交警联合教育部

门，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对全区400

多辆校车进行全面“体检”，并对全区

700多名校车驾驶员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在开学首日，

南海交警开展校车突击检查，重点检查

车内每一个学生是否都扣好安全带，校

车的安全锤、灭火器、急救箱、逃生门等

安全设备是否到位，确保每一个环节都

规范、合格，并对校车驾驶员进行酒精

测试，杜绝超员、酒驾、超速等现象发生。

南海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学

后，“交通校长”将到辖区各学校全面开

展“开学第一课”等形式的交通安全宣

传，为广大师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并

通过组建校园交通安全微信群，定期推

送交通安全知识，发放“文明交通”倡议

书等形式，全方位提高老师、学生、家长

的交通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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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通讯员/钟修程 黎方

慧 陈嘉颖）打卡佛山“行通济”地标建

筑、上传照片生成专属合影、玩接福游戏

抽红包……这个元宵节，佛山市民过得

热闹而喜庆！“爱满佛山·2022网上行

通济”融创产品自上线起便广受关注，迅

速刷屏佛山人的朋友圈，广大市民热情

参与，在疫情之下相约云端，欢乐祈福。

据统计，截至2月15日24时，网

上行通济共吸引了184.56万人次参

与，其中，广东省147.65万人次，佛山

市122.51万人次。另外还吸引超1.4
万人次的境外用户参与。

“2022网上行通济”融创产品让

打卡通济牌坊、点赞慈善榜样、“引菜

（财）归家”等成为指尖轻触的游戏，充满

佛山特色的元宵元素通过方寸屏幕呈

现到眼前。这些悄然兴起的“新习俗”，

有益于传统文化进一步“破圈”，让疫情

防控下的元宵充满春暖花开的生机。

“今年的‘网上行通济’非常有意

思，今天一早看到后我马上深度体验并

及时分享到朋友圈，我想这是佛山人迎

接元宵的‘C位’方式。”北滘中学老师王

晓琦兴奋地说，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这个传统的仪

式，并通过线上无限大的容量推广，这也

是线上“行通济”的优势。他说，优秀传

统民俗不能只是停留在佛山，而应该走

出佛山，让更多人拥有这份过年闹元宵

的体验感，今年的体验感更强，科技范更

浓。

现代科技对传统民俗活动的加持

赋能是“爱满佛山·2022网上行通济”

的一大亮点。佛山新闻网特约评论员

孔德淇表示，“时代进步了，人们把技术

发展、创新思维带进元宵习俗，形式上更

与时俱进，内容上更丰富多样，也让过节

更有意思了。”

“95后”市民李小姐表示，“行通济”

本就是佛山人庆祝元宵节的隆重活动，

今年是她第三年在网上“行通济”，又圆

了自己的一个“过元宵的梦”，“今年H5
的形式代入感很强，一进入游戏就看到

了湾区各个城市的地标，吸引大湾区的

朋友们一起感受“行通济”的气氛！另外

画面设计注重细节，从‘行通济，无闭翳’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到大大小小的佛山

招牌美食，还有舞狮活动，都散发着佛山

传统文化魅力。”

据主办方介绍，“爱满佛山·2022
网上行通济”活动将持续至2月16日，

欢迎未参与的市民抓紧扫码体验。

截至15日24时，184.56万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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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边检站2021年成绩单：

保障4200余艘次
船舶顺畅通关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年智通讯员/纪

克平肖敦皓）全年共保障4200余艘次出

入境船舶顺畅通关，协助查获冻品走私案

2起案值8000多万元，大力落实促进服

务航运企业发展16项新举措，推行“跨境

贸易查验部门一次性联合检查”便民举措

……这是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南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2022年工作

会议上获悉的“成绩单”。

2021年，南海边检站紧紧围绕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工作大局，开展出入境数据

排查比对200余万条，在口岸开通多条防

疫物资“绿色通道”，有力支持了驻地政府

防疫大局。2021年全年共查验出入境

船舶4200余艘次，服务保障南海口岸进

出口集装箱吞吐量近70万标箱，以通关

更便捷推动经济大提速，全力护航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守住了口

岸“外防输入”底线。

2021年，该站以深化“放管服”改革

为牵引，高标准打造12367便民服务平

台，大力落实促进服务航运企业发展16
项新举措，推行“跨境贸易查验部门一次

性联合检查”便民举措，推广应用港口边

检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优化了管控

手段、缩短了口岸通关时间，助推佛山市

南海区外贸指标大幅增长。建成集多功

能于一体的全能型信息化勤务指挥和决

策中枢，整合360电子地图、鹰眼系统、路

面查缉系统和视频监控平台，实现站部指

挥中心与各口岸的串联互通。

（上接A01版）

在推动制造业升级中，要继续保持
战略定力。保持战略定力，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一是领导干部要保持定力，二

是企业家要保持定力。对政府而言，要

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尤其要避免东部地区制造业的空心

化。即使在桂城这样的城市化最发达

地区，高端制造业仍应成为重要追求，

村改也应确保以“工改工”为主。南海

已明确要划定不少于190平方公里工业

用地红线，5年内逐步将工业投资占固

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至 25%。有清晰

的目标和举措，这就是战略定力的体

现。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因为制造业赚

钱太慢，就转行赚快钱。制造业转型升

级，不是转行，而是升级。

在推动制造业升级中，要激发科技
创新的动力。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

当务之急是要激活科技和金融两个翅

膀，打造“主体坚固、两翼有力”的活力新

南海。一是要继续做量，把研发投入占

比提上去，同时要存量提效，利用好全区

34个重要创新平台，加强科技成果的转

化。另一方面，大力推动企业上市。上

市是最好的转型升级，例如蒙娜丽莎集

团上市4年来，即使陶瓷行业大环境不

断调整，其仍连续多年实现快速增长，这

是享受资本红利的效果。

在推动制造业升级中，要充分释放
两业融合的潜力。很多人会问，制造业占

据C位，是不是可以忽视服务业的发展？

并不是，关键是要融合，而不是非此即

彼。有研究表明，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

度提高1%，制造业效率可以提升39.6%，

深圳、上海等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

生产性服务业最好的地方。南海坚持制

造业立区不动摇，必须高度重视并做大做

强生产性服务业。南海制造业突围的痛

点，在于长期停留在加工环节，而位于“微

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环节缺

乏，应把推动价值链迈向高端作为重点。

因此，南海制造业的转型不是“单打独

斗”，而是两业融合的“协同作战”。南海

应以国家“两业”融合试点为契机，大力

发展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等产业。

在推动制造业升级中，要推动全社
会形成合力。“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

不可否认，当前一些中小企业还存在这样

的偏见。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体，推动

制造业升级，最根本的是要激发企业转

型的内在动力，要实现政企同心，形成同

频共振。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省市的要

求，是南海的雄心，是企业的期盼。应进一

步增强制造业升级在各项工作中的C位意

识，为制造业发展配置C位资源，以“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

住的紧迫感、使命感，坚决打赢制造业升级

这场非打不可、必须要赢的关键战役，不

断彰显南海制造业大区的C位担当。

■南海交警对校车进行检查。 通讯员供图

过完元宵，意味着春节正式结束

了。但对于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血

液净化中心（以下简称“血透中心”）的医

护人员来说，忙碌没有停止。

有人把血透中心的医护人员比作

希望“战士”，因为她们每天都穿梭在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从帮助患者接

受治疗的第一天起，她们便陪伴患者进

行“马拉松”式的治疗，几个月、几年甚至

几十年，在这场与病魔的拉锯战中，帮患

者争夺生的希望。

血透室的无声战斗：
长达4个小时漫长守护

“滴——滴——滴——”2月15日，

元宵节。血透中心副主任林碧莹、主治

医师林小堃正忙着查房，根据检查结果

调整透析方案。护士长卢敏然正在血

透室聚精会神地忙碌着，她用双手帮身

体肿胀不适的患者按揉四肢；眼睛不时

地盯着血透机屏幕的数值，关注患者的

身体情况变化。

平日里，血透中心从早上7时左右

就开始有病人等候，大部分患者一周会

定期做三次透析。

“患者早到，我们就得更早。”卢敏

然告诉记者，春节期间，她们甚至把自己

的上班时间提前到了7时15分，“为提

前做好上机前的一系列工作，让患者们

进病房就可以准时上机。”

为了更好地服务患者，除了自行把

上班时间提前，护士们每次吃饭也跟打

仗似的，狼吞虎咽后，赶快回到患者身边

盯好血透机。卢敏然每次看到护士这

样，总会心疼地让她们慢点吃，护士却是

笑着回答：“慢不得，慢不得，我管的病人

马上就要收机了。”

大部分患者的上机透析时间长达

4个小时。“我们每隔一小时就要对患

者测量一次生命体征，透析2小时后还

要测血糖，随时查看内瘘穿刺口的情

况，利用红外线治疗内瘘，还会根据患

者皮肤情况选择胶布固定好针头，对于

血透机屏幕每一个数值变化都保持着

高度警惕。”卢敏然表示，因为透析工作

非常复杂，每次透析不仅是对医护人员

专业能力的一场大考，更是一场精神马

拉松。

血透中心接收的一般是各种慢性

疾病引起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一些患

者来医院透析已经十几年了。”卢敏然介

绍，今年是她在血透中心工作的第6个
年头，“所以我和很多患者甚至他们的家

人都很熟了，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经常

会一起唠唠家常。”

隔离病区的春节：
她们与病人相伴

今年春节恰逢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较为严峻，除了往日的工作模式

外，抗疫也成为血透中心工作的常

态。

把血透室划分为过渡区、隔离区及

正常区域，每天严格地检查患者的粤康

码、行程码，检测体温、有无呼吸系统症

状等，每周在科室为患者开展核酸检测

……“为了保障患者和医护的安全，来

自新冠肺炎疫情重点关注地区的患者，

除了要做核酸检测外，我们也会把他们

分配到血透室的隔离区单独做透析。”卢

敏然说。

春节期间，该院感染楼隔离病房开

始收治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地区来院做

血液透析的患者。因此，血透中心的医

护人员除了治疗本病区的患者之外，还

要穿着防护服到感染楼给该类患者做

血液透析。

大年初七的早上，护士黄晓霞还在

血透室准备。接到医院下发的紧急通

知后，她立刻穿上防护服赶往感染楼。

“虽然医生开的医嘱是血透四小时，然而

前期准备工作到开始血透和收机，再到

最后的消毒处理，我从上午九点忙碌到

下午四点半才结束。”黄晓霞说，穿上防

护服的7个半小时里，她因为怕上厕所

而不敢喝水，也顾不上吃午饭，一直默默

地把工作做完。

“这些姑娘们太不容易了，从早忙

到晚，难为她们了！”一位有十年血透

史的患者说，开始他还担心疫情会影

响到治疗，但看到医院血透室采取的

一系列防控举措，让他这个年过得很

放心。

“病情就是命令，病房就是战场，病

人就是我们的亲人朋友。”护士卢家文告

诉记者，她从医6年，每次面对突发情况

时，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上！“大年

初八的时候，我正在给患者进行体温检

测，突然护士长说肾内科有个病人药物

中毒，需做灌流治疗，必须现在去，我抓

紧处理完手头工作，急匆匆地往肾内科

病房跑去。”

春节团圆夜，万家灯火时。正当家

家团聚之际，血液净化中心的医护人员

选择守在患者身边，为他们送上温暖。

“婆婆，元宵节快乐，下次记得准时

过来做透析哈。”15日下午18时左右，

护士江敏送走了血透室的最后一名患

者。随后，她麻利地开始了收机、清洁、

消毒等收尾工作。“等疫情平稳了，等我

们没那么忙了，我一定要吃上一顿海鲜

火锅！”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

实习生施玥卓 通讯员梁健桃

■护士正在帮助患者做血液净化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