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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走进丹灶联沙社

区沙边村，看见一幢幢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外悬挂着

大红灯笼，村民生活闲适自在，

一片和乐之景。

作为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

区农民“洗脚上田”致富的典型

代表区域，联沙社区沙边村诞生

了许多老板，陈伟发便是其中之

一。富而思源的他，与妻子成为

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推动者

和实践者，带领孩子们一同参加

社区志愿服务，以良好家教家

风，为基层治理注入新动能。

投身乡村振兴
敢啃“硬骨头”

1993年，当时年仅22岁的

陈伟发开办了一家五金企业。

一路走来，他开办的企业数量越

来越多、规模越做越大，村里人

谈起他都不约而同地赞一句：

“锐意进取，创新有为。”2021年
3月，陈伟发高票当选联沙社区

沙边经济社社长，从致富榜样转

变为乡村振兴“领头羊”。

随着沙边经济社集体经济

的不断发展壮大，村中常住人口

不断增加，出现的交通堵塞、停

车难、环境脏乱和违建等问题，

一度令村民困扰不已。

“一开始，违建拆除工作困

难重重。”陈伟发说，因历史遗

留及部分村民思想意识淡薄等

因素影响，侵占村内主要干道

的私搭乱建现象较为严重。为

此，陈伟发组织召开多次党员

会议、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

议，就沙边经济社环境整治提

升事宜进行讨论。同时，陈伟

发组织沙边经济社社委、代表

对违章建筑进行摸底调查和建

档，向村民广泛宣传赔偿方案

等政策，最终制定了一份切实

可行的清拆方案。

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商谈，

一次次以身作则，沙边经济社主

干道违章建筑终于在2021年7
月得以全部拆除，总清拆数量达

36处，总面积约500平方米。

这是沙边经济社近年来清拆规

模最大、拆除违章建筑涉及业主

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

违建清拆后，如何“扮靓”村

居，成了陈伟发牵挂的事情。沙

边大道铺成了干净整洁的水泥

路，曾经停满僵尸车的沙边经济

社，也在道路拓宽、堤围修整等

行动后，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夫妇并肩作战
让乡村美起来

陈伟发长期奋战在沙边经

济社人居环境整治第一线，妻子

徐敏华和孩子们则在后方给他

最有力的支持。

作为联沙社区“智慧妈妈”

团队的一员，徐敏华发挥巾帼

“领头雁”作用，带头参与村中

“一社一景”建设、美丽庭院改

造、卫生清理、公园绿化提升等

工作，把提升人居环境的理念送

进每家每户。

在“一社一景由我创”活动

开展过程中，徐敏华不仅积极发

动村中妇女修剪花草树木，还定

期向妇女们传授自己的养花心

得，为美丽乡村建设增添了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助力探索基层妇

女参与基层治理新模式。

正所谓“夫妻搭配，事半功

倍”，在沙边大道工程完工之时，

徐敏华和妇联执委一起组织沙

边村妇女对新建的绿化带和村

前景观进行改造，从组织商讨、

制定方案，再到社景打造、后期

维护，她始终是团队的主导力

量。

着力解决村中困难老人、独

居长者和妇女儿童福利待遇等

问题，越来越好的人居环境和一

件件关注群众利益最大“公约

数”的实事，让这对夫妻受到了

村民们的一致赞誉。

多年来，陈伟发夫妇还一直

坚持为贫困家庭捐资赠物。言

传身教之下，陈伟发的子女也主

动参与到了探访关怀困难老人

等志愿服务中，如今他们一家累

积志愿服务时数已达4000多

个小时，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文明

家庭力量。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梦灵

珠江时报讯（记者/蓝志中

通讯员/梁健桃傅娇摄影报道）

2月2日，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日间手术中心”揭幕启用。

今后日间手术患者将在24小时

内完成入院、手术、出院流程，标

志着该院在提供优质高效医疗

服务上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日间手术中心可以最大程

度方便病人，缩短住院时间，同

时可享受住院医保待遇、降低患

者经济负担。”该院党委书记林

孝和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践行

医心为民的办院宗旨，持续提升

患者满意度，积极推动医院高质

量发展。

根据“中国日间手术合作联

盟 ”（China Ambulatory
Surgery Alliance，CASA）
的定义，日间手术指病人在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入院、手术和出院

的一种手术模式，不包含门诊手

术。日间手术多为择期手术，适

用于风险较小、技术较成熟的中

小型择期手术。也就是说，今后

在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日间

手术患者在门诊完成各项检查

后住院，并在当天进行手术，一

般能在24小时内出院，特殊病

例需延期出院者，最长不超过

48小时。

“通过这种高效的医疗服务

模式，切实为患者解决看病难、

流程复杂、等候时间长、费用高

等问题，大大方便群众就医，提

高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魏

成功表示，开局即奔跑，我们要

不断为群众和患者做好“最后一

公里”的医疗服务，为南海大健

康事业添砖加瓦！

据了解，广东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日间手术的组织架构，由院

长魏成功牵头负责，采取“集中

管理、分散收治”的模式运行，以

日间手术中心为依托，实施统一

预约、统一随访的集中管理，以

各临床科室为载体，实施分散收

治。

“日间手术患者可享受‘一

站式’服务，是风险小、技术成熟

的日间手术模式和国家医保政

策、便民医疗服务的优势结合，

具有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利

康复的优势。”广东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副院长张水堂介绍，目

前，该院已申报开展日间手术的

科室有10个，包括泌尿外科、胸

外乳腺科、肛肠科、普外科、妇

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眼科、关节

与创伤骨科、手足外科、消化内

科，含 45种术式、37类病种。

其中泌尿外科门诊搬迁至日间

手术中心内，市民等候时间更

短、就医流程更便捷。

■知多D
什么是日间手术？

日间手术指病人在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入院、手术和出

院的一种手术模式，不包含门

诊手术。日间手术多为择期

手术，适用于风险较小、技术

较成熟的中小型择期手术。

日间手术患者在门诊完成各

项检查后住院，住院的当天手

术，一般能在 24 小时内出院，

特殊病例需延期出院者，最长

不超过48小时。

党员干部齐挽袖
无偿献血显担当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通讯

员/何家仪许健华）2月1日，九江发

动机关党员干部参与无偿献血活

动，用热血书写大爱。截至活动结

束，累计成功献血120人，献血量达

41100毫升。

当天，九江镇党委副书记朱敏

华、镇人大副主席霍丽嫦、镇总工会

主席候选人陈亮华等镇领导带头挽

袖献血，以实际行动做“热血表

率”。朱敏华表示，此次无偿献血活

动鼓励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共同支

持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为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每年组织献

血活动，我基本上都会参加，能够贡

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倍感光荣。”采

血现场，朱敏华向工作人员了解近

期无偿献血开展情况，并对一线采

血人员的辛勤坚守表示衷心感谢。

“我之前都是献400毫升的血，

今年总不能还献少了吧！”献血车

上，消防队员们质朴的言语打动了

现场所有人。九江专职消防队副队

长、“南海好人”黎汉文带头献完血，

便和队员们一同来到消防车前，举

起了鲜红的无偿献血证，仿佛获得

了2023年的第一枚勋章。

“今天是我第22次献血，能够

顺利通过检测再次加入无偿献血的

队伍，为缓解临床用血紧张贡献自

己的一点力量，非常开心。”九江镇

妇联副主席陈伟钟已连续多年参加

献血，变化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初

心，她表示，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

帮助到患者，也能呼吁更多人积极

参加无偿献血。

现场，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们一

样的人，伸出手臂献出血液，充分发

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投身公

益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机关党员干

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的

温暖情怀，为生命续航筑起坚强堡

垒。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日间手术中心”启用

“入院+手术+出院”只需24小时

致富榜样成乡村振兴“领头羊”
陈伟发家庭累积志愿服务时数达4000多个小时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讯员/邓子飞 颜娟霞）2月 2
日，《南海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

规范》4份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旨在解决食品集中加工中心及

场内小作坊的规范化管理问题，

从而推动“南海烧腊”产业迈入

规范化、高端化发展轨道。

卤水熟肉、烧腊制品
复热后食用更安全

4份团体标准分别针对食

品集中加工中心、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卤水熟肉制品、烧

腊制品四方面重点工作，其中

在《南海食品小作坊集中管

理 烧腊制品》《南海食品小作

坊集中管理 卤水熟肉制品》

团体标准中，明确卤水熟肉、

烧腊制品均为“非即食熟肉制

品”。

“这一新标准是针对食品

集中加工中心小作坊大规模生

产加工出来的烧腊、卤水在储

运、批发、零售过程中微生物易

于繁殖，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的实际而制定，提醒市民烧

腊、卤水熟肉制品复热后食用

更为安全。”南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相较修订前，此次发布的

团体标准对中心和小作坊的日

常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卫生环

境保持等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

求，如对中心应配备的夜间巡

查人员、视频监控和溯源系统

操作人员、检验员等管理人员

队伍数量进行了明确，对小作

坊车间卫生环境保持做出专门

规定，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管

理和溯源的规范性，坚决杜绝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此外，团体标准对食品集

中加工中心和小作坊的生产加

工控制要求、质量安全管理要

求等都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原

料查验、成品检验的具体要求，

对于卤水熟肉制品、烧腊制品

更是从形态、色泽、滋味与气味

等感官要求上制定了具体的指

标，确保产品色香味俱全、品质

有保障。

“有了团体标准，就能按照

标准来操作，从而让市民更放心

享受‘南海烧腊’。”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食品集中加工中心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梁子昌说。

推动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
向“四化”迈进

南海是广佛烧腊的发源地

和产业集聚地之一，“广记”“味

皇”“醉香”等南海知名品牌占据

广佛熟食的半壁江山。为推进

南海烧腊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

升行业产能、拓宽市场范围，自

2009年起，南海就开始建设食

品集中加工中心，并创新推行南

海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模式。

目前全区共建成7个中心，

基本实现“一镇一中心”布局，建

筑总面积超16万平方米，已进

驻食品小作坊135家。随着食

品集中加工中心使用时间日长、

场内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

大，中心后续管理运营投入不

继，各中心先后出现设施设备老

化、卫生环境欠佳、整体生产条

件滞后等问题，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随之出现。

2022年，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牵头，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联合

整治，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各中心

及场内小作坊软硬件条件实现质

的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基本

消除。与此同时，如何建立健全

长效治理机制，让食品小作坊集

中管理模式更好作用于“南海烧

腊”行业发展壮大，也迫在眉睫。

制定实施团体标准便成为

解决问题的抓手之一。南海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李炬昆表

示，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由政府

主导，但离不开社会支持和行业

参与，同时因为有问题为导向，

制定出来的团体标准也会更有

针对性和实效性，希望团体标准

的发布实施能推动食品小作坊

集中管理向标准化、规范化、精

细化、智慧化迈进。

“南海烧腊”有了新标准
《南海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规范》4份团体标准发布实施，推动烧腊产

业迈入规范化、高端化发展轨道

■“日间手术中心”病房。

■陈伟发家庭合照。 （受访者供图）

（上接A01版）

黄坤明还来到位于禅城区南庄

镇的紫南村，深入考察了解当地以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情

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村党

组织建设，筑牢乡村振兴战斗堡垒，

引领带动村民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发

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以有力举

措提升集体经济发展效益、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培育文明乡风淳

朴民风，加快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

化和美乡村。

黄坤明强调，佛山要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省委部

署要求谋划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担

负起经济大市的职责使命，勇挑大

梁，奋勇争先，拿出硬招实招，进一

步巩固发展优势，激发增长潜能，努

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干出业绩、闯出

新路。要谋深抓实制造业当家，紧

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

力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打造产

业发展新支柱。要坚持服务产业需

求加强科技创新，强化企业主体地

位，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在组织科技

创新方面的独特优势，突出制造业

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示范带动，加快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把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聚焦使用

新材料、生产新产品、引进新设备、

研发新工艺加大工业技改投入，加

快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加

快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抓

手，立足佛山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建强中心镇、专

业镇、特色镇，做强乡镇联城带村节

点功能，切实增强辐射带动效应，多

措并举建设更多经济强村，努力在

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上走

在前列、作出示范。要积极有序推

进城市更新，坚持科学规划、分类施

策，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大力推广节地型、紧凑式开发模式，

有效盘活产业发展空间、提升发展

效益，更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和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省领导张晓强、郑轲参加调研。

（徐林骆骁骅 岳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