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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秋分。好消息一是，
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晴好，
早晚凉爽，天气干燥。好消息
二是，珠海国庆假期期间气温
整体舒适，又是一个适合出游
的惬意好时光。

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

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给黑
心商户挂黄牌；消费者可以微
信举报“黑档”。10月起市场还
全面停用超厚塑料袋，改用轻
质透明白色胶袋，防止商户在
胶袋上“藏猫腻”。

蜘蛛侠微信公众号

点赞！
在这买海鲜放心了

朱琳 整理

近日，市自然资源局官网
挂出春风路升级改造等批前公
示。春风路分为蓝盾路至敬业
路段和敬业路至春晖路段两路
段改造，分别拓宽道路、新增非
机动车道和停车位。
珠海电台交通875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收看珠海特区
报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

采写：本报记者 郑振华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专题

市知联会建议通过打造优质高效医养医联体网格等措施

推进珠澳医养结合和养老服务加快发展

2018年，澳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11.1%，老

化指数84.1%，连续第22年上升；珠海市60岁以上

户籍人口占比13.5%，也迈入老龄化门槛。人口老龄

化催生养老健康服务巨大需求。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珠海和澳门在横琴合

作建设集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民生项目。6月，国家老年慢病医养医联体落户珠

海。珠海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呼吁，藉此契机，珠海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应该在推进珠澳医养结

合和养老服务等民生项目合作上出成果。

经深入调研，在今年的暑期座谈会上，市知联会会

长、市人民医院院长陆骊工就如何推进珠澳医养结合

和养老服务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赵 梓

市知联会会长、市人民医院院长陆骊工在暑期座谈会上发言。

“因病”阔别两年的海燕桥，即将
以崭新形象与市民“再续前缘”。记
者23日从珠海城建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获悉，海燕桥拆除重建工程目前基
本完工，桥面及连接桥梁的部分景观
平台和野狸岛停车场拟于9月30日
正式向公众开放。

23年旧桥“病重”拆除重建

作为连接野狸岛的重要通道，旧
海燕桥1993年动工、1995年建成，
至2017年已使用23年之久，桥身多
处部位出现混凝土脱落、钢筋锈蚀等
病害。经检测，桥梁下部结构和水下
桩基础存在脆性破坏风险，处于危险
状态。

出于安全考虑，2017年9月，海
燕桥正式封闭，禁止通行，行人及非
机动车改行新月桥，绕行路程较远，
极为不方便。

据了解，此次对旧海燕桥的拆除
重建，建设内容主要分为三块：一是野
狸岛停车场改造，以有效解决野狸岛
停车难问题；二是连接野狸岛和情侣
路的海燕桥主体结构；三是情侣路侧
景观平台，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新海燕桥建成通行后，作为野狸
岛紧急疏散通道，将极大缓解新月桥
交通压力及缩短行人及非机动车进
入野狸岛路程。

新海燕桥提前与市民“重逢”

“从海燕桥这里走去野狸岛只有
几百米，绕到新月桥那边得好几公
里，走路太不方便了。以后又可以和
老姐妹一起到野狸岛跳舞了。”23日
傍晚，一位晚饭后前往野狸岛附近散
步的大妈开心地说。

据了解，海燕桥拆除重建工程由
市公路局主管，珠海城建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代建。项目起点与现状海燕
路和情侣南路相交，终点与野狸岛北
狸路顺接，项目全长370.72米，其中
桥梁总长280米、桥宽14米，桥面两
侧人行道各宽3.5米、中间非机动车
道宽7米。

“目前，项目基本完工，还有一些
收尾工作。”珠海城建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谭舒平告诉记者，海燕
桥拆除重建工程于2018年8月底正
式动工，原定工期15个月，计划于
2019年 11月完工。经过建设者的

日夜奋战，项目工期有所提前，海燕
桥及连接桥梁的部分景观平台和野
狸岛停车场计划9月30日开放，整
个项目预计10月初全部完工。

平时仅供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

新海燕桥定位是景观桥，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野狸岛又一景点。其桥
面铺砖采用花岗岩石材，其中人行道
采用黄锈石花岗岩，中间采用樱花红
花岗岩点缀；在桥面人行步道上，有

12块黑色花岗岩，上面雕刻着十二
生肖。中间非机动车道铺装采用芝
麻白花岗岩，并通过芝麻黑花岗岩将
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分开；桥上庭院
灯采用五火中华灯。桥梁整体庄重
大气，充满浓浓的中国味。

桥的两侧是由灰色花岗岩组成，
上面雕刻有传统的祥云纹饰，寓意平
安吉祥。桥面每隔50米就会在石材
上雕琢岭南佳果之类的装饰性图案，
充分体现本地风土人情。大桥包含

的景观工程有桥梁西侧景观平台约
2700平方米，届时将成为游客合影
最佳地点。

根据设计方案，海燕桥日常仅供
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紧急情况下可
供机动车通行。

为了缓解野狸岛“停车难”问题，
海燕桥拆除重建工程还包括一个新增
停车场。该停车场就在海燕桥拆除重
建工程项目部位置，占地约10000平
方米，可提供近200个停车位。

喜讯！
两大好消息等你查收

提醒！
春风路要升级改造了

经深入调研，市知联会发现，我市医养结合发
展模式存在着小、散、杂等特点，尚未建立医养网络
体系，养老机构结合医疗较弱，自身医疗资源、医疗
技术相对有限，资源整合有限、机构职能融合不足、
医养结合程度较低，居民对医养结合机构的接纳程
度低。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要积极打造优质高效的
医养医联体网格化体系。在市卫生健康局的统筹
规划下，以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为指导单位，
市人民医院为执行单位，以养老院（含社会资本建
立的养老院）、医养结合单位（珠海市养老机构护理
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为依托，构建老年慢病医
养结合医联体网络，以智慧化医疗形式为载体，使
老年慢性病人能够更加系统地享受健康管理和健
康调养（一级医疗机构），慢性疾病能够更加便利地
得到续惯性治疗（二级医院），老年慢性疾病的急性
化发展和重病转化有专业救治保障（三级医院），从
而形成符合国家分级诊疗要求的老年慢性病医养
医联体。

打造优质高效
医养医联体网格化体系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长，一些慢性病发病率
也在增长。医疗需求不断增长，但供给却存在
不足。市知联会表示，我市医养结合发展的管
理体制与创新协调机制不明确，医养结合重大
规划、发展布局和核心建设等导向上缺乏规范
保障，老年慢病的全周期救治护理流程也有待
规范。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根据《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要求，针对老年人最
为常见、危害最大的专科和慢性疾病，建立对
应的救治规程以及快速的转诊路线，为病人的
救治赢得宝贵时间。规范老年慢病的全周期
救治护理流程，建立符合实际的、可复制的医
养处方、生活护理、心理护理、药学服务、营养
饮食、运动、社工服务、康复治疗、随访等标
准。利用珠海市人民医院临床研究项目汇集
的优秀专家团队，与港澳深度合作，引入国际
前沿治疗技术，基于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针
对每位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规范老年慢病
全周期救治护理流程

“医养结合及养老服务相关业务的流程审批
存在手续复杂、跨部门协作、职责界定不明确的
特点。”市知联会调研发现，行政主体中，民政部
门负责养老机构相关工作、卫生健康部门主管医
疗机构、人社部门管理医保定点和报销工作，各
部门间存在职责范围界定不清、职能交叉或空
白、解决医养工作突发状况的灵活程度不够等问
题。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针对部门职责分工的
协作主体、具体程序、内容和各自责任等制定具
有统一、规范的协调办法或规定，明确医养结合
工作的主管牵头部门，完善医养结合配套相关政
策，为医联体的组建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促进
资源深度整合及优化配置。建立健全监督、评价
机制，督促医联体内各成员单位之间不断深化合
作，高效运转；建立民政、卫生健康、人社等部门
配合机制，规划设立各级养老机构、社区服务中
心和各类医疗机构，实施科学考评，促进分级诊
疗和双向转诊制度，确保医联体的公益性。

明确分工协作
建立相互配合机制

“医养结合及养老服务工作处于创新探索阶
段，虽然有些区在医养结合上探索并形成了一些有
特色的经验做法，但借鉴意义有限，在市及更高层
面上缺乏系统、规范、成熟的经验做法可借鉴，尤其
是养老服务方面尚处于空白缺失状态。”市知联会
表示，珠海模式、珠澳医养结合模式作为先行试点
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制度限制多、试错成本高、系
统功能不完善等诸多挑战。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推进以珠海市人民医院
横琴分院为试点单位，建立珠澳养老示范基地，大
胆创新与港澳深度合作，做成国际级的医疗健康中
心。针对老年慢性病等病种，从政策上允许从港澳
引进国际化先进药品在横琴使用，协调解决港澳医
务人员多点执业问题。同时，力争高效高质打造有
珠海特色的“医养结合”模式，积累总结并推广发展
经验，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以市人民医院横琴分院
为试点探索珠海模式

经深入调研，市知联会发现，我市开展互
联网+医疗健康的平台基础相对薄弱，需要投
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搭建基础平台。同时，珠
澳医养结合及养老服务项目的互联网+医疗
健康平台尚处空白缺失状态，亟需搭建，资金
缺口较大。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依托市人民医院全
市首家5G智慧医院，完善智能导诊、预约挂
号、在线复诊等功能，通过图文、电话、视频等
形式为院内外患者提供复诊及慢病随访服
务。将老年慢病医养医联体的成员单位全部
纳入珠海市民健康信息综合管理云平台，实现
健康档案、病历、诊疗等数字信息共享，打造让
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的惠民服务模式。
针对珠澳医养结合项目，设立专项资金搭建互
联网+医疗健康平台。

加大投入搭建
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

市知联会发现，在推动医养结合及养老服务
的实际工作中，珠澳之间的医养、医疗主体之间
信息分离，民政部门老年人信息和健康部门健康
管理信息不互通，数据缺乏整体性、开放性。

对此，市知联会建议，政府应协调统筹实现
相关部门、机构数据资源的集中共享，推动珠澳
医养结合信息化互联互通建设，联通各网点的信
息“孤岛”，促进医疗、养老、科研等方面的信息共
建共享，为全面、高效地开展珠澳医养结合及养
老服务提供数据保障、为打造健康中国行动“珠
海模式”夯实数据基础。

实现珠澳信息化
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9月23日，即将完工的新海燕桥，不少市民上桥参观。

9 月 23 日上午，珠海台湾青年
之家在乐士文化园区正式揭牌。这
是我市第一家台湾青年之家，将在
人才培养、实习、就业和创业孵化等
方面，给予台湾青年全方位、多层次
的服务。

一直以来，我市始终秉持“两岸一
家亲”理念，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
的机遇”和“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
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

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
要求，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解难题、谋幸福。下一步，市台港澳
事务局还将研拟措施，持续深化“珠
台52条”惠台措施，深入推动珠台
两地青年交流和台湾优势项目在珠
海落地。

珠海台湾青年之家是由穗台青
年之家具体负责运作的两岸青年交
流平台，通过组织珠台两地青年交
流、举办就业创业交流会等活动，为

台湾青年提供实习机会、打开就业
窗口、扶持创业项目。穗台青年之
家会长郑明嘉表示，将积极推动台
湾青年学生来珠海交流，增进对大
陆发展现状和文化了解，打造台湾
青年展示才华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的窗口。

“欢迎台湾青年来珠海‘追梦、
筑梦、圆梦’”，市台港澳事务局局长
邹桦表示，希望珠海台湾青年之家
能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对台交流

品牌，成为开展珠台青年交流、涉台宣传
教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引导台湾青少
年正确认识两岸现状和快速融入珠海生
活中发挥独特作用。

截至2019年 8月，全市累计批准
台 资 企 业 1164 家 ，合 同 利 用 台 资
37.38亿美元，实际投资26亿美元。我
市上半年对台人才奖励金额总数48.2
万元，目前共计 288 名台湾人才在我
市工作、305名台湾居民参加我市社会
保险。

珠海成立首个台湾青年之家
可提供培训、实习、就业和创业孵化等服务

扫描二维码，收看珠海电视台
《珠海新闻》相关节目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拆了重建的海燕桥9月30日通行
极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新桥处处是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