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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珠海市委会认为，合作区发展大
健康产业有诸多利好，其中包括超预期的
政策利好、更开放的制度环境及高规格的
管理体制。

首先是超预期的政策利好。《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许多重磅政策，对
大健康产业有重大利好。关于中医药的专项
政策，将促进澳门中医药产业在合作区更快发
展；关于明确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将
极大催化休闲养生、康复医疗等业态成长发
展；关于企业所得税双15%的优惠政策，对大
健康领域的企业非常有吸引力；关于澳门医疗

专业人员境内执业、澳门医疗机构市场准入及
澳门上市药品、医疗器械在合作区适用等政
策，将对合作区发展高端医疗、建设高水平医
疗中心有直接促进作用；关于人才特别是个人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将吸引国内外医疗健康领
域人才集聚合作区。综上，合作区拥有其它地
区难以比拟的重大政策，将是促进大健康产业
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是更开放的制度环境。合作区将
实施更加开放的“分线管理”政策，货物“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不予免（保）税的货物及物品外，

其他货物及物品可以免（保）税进入合作
区。同时，合作区与澳门的跨境资金流动
将更加自由便利，率先面向澳门、香港的金
融市场高度开放，对促进大健康领域的跨
境投融资具有重大意义。高度开放的制度
体系，合作区与澳门间跨境要素的自由流
动，对大健康产业发展极为有利。

还有就是高规格的管理体制。合作区
实行全新的粤澳合作机制，并上升为省
管。这一重大制度安排，将对合作区发展
形成强有力的行政推力，必将有力促进包
括大健康产业在内的各产业加快发展。

民建珠海市委会建议以中医药为重点产业以高端康复医疗为切入点

多措并举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健康产业发展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程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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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意义
发展优势

有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超预期的政策利好 更开放的制度环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在合作区大力发展休闲度假、会议展览、
体育赛事观光等旅游产业和休闲养生、康复医疗等大健
康产业”。

“合作区拥有其它地区难以比拟的重大政策，将是促
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民建珠海市委会主委

陈依兰认为，借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政策新优势、开
放新平台、合作新体制，积极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将为
澳门企业、居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有力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在今年的市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代表人士暑期座谈会上，民建珠海市委会围绕推进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健康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经民建珠海市委会深入调研发现，大健
康产业是贯穿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宽域产业，
产业链条长，产业空间大，市场前景广阔。
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大健康产业的市场
规模预计可达到16万亿元。同时，大健康
产业与高新技术、高端制造、旅游等产业融
合发展之势日益凸显，可以串联带动研发、
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能够培育形成大

体量、集群化的产业体系。
民建珠海市委会指出，在合作区发展大

健康产业，将之打造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有
助于推动澳门以中医药产业为主导的大健康
产业加快发展；可与澳门的旅游、会展等产业
有效衔接，进一步丰富提升澳门旅游及相关
产业质态比重，为澳门企业、居民提供更多发
展机会，有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经深入调研，民建珠海市委会认为，经
过近年来的发展，合作区已具备产业集聚初
步形成、中医药产业起步良好、生物医药产
业加快发展、医疗与康养服务蓄势发展等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一是产业集聚初步形成。目前，在合
作区注册的医药健康类企业超过4200家，
涉及生物医药、中医药、医疗服务、医药流
通等业态，初步形成以生物医药和中医药
为主的大健康产业群。二是中医药产业起
步良好。建成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拥
有符合国家及欧盟认证标准的GMP中试
生产平台和中药制剂中心，具备年产片剂
3.75 亿片、胶囊剂1.25 亿粒、颗粒剂1500
万袋的中药生产能力；引进包括广药集团、
以岭药业等在内的 200 余家知名医药企
业，其中引进培育澳门企业49 家。三是生
物医药产业加快发展。阳普医疗、盈科瑞、
天祥公司、丽凡达等一大批知名药企落户

合作区，建立了一批医药科研试验平台，产
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药产品和
技术，在mRNA新冠病毒疫苗、干细胞新
药等领域走在行业前列。四是医疗与康养
服务蓄势发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横琴医院、横琴至和国际生命科学中心
等项目在建，将成为合作区集三级甲等综
合性医院和五家国际专科医院及健康管
理、科技研发等功能于一体的高水平医疗
综合体；建成了瑞莲庄度假酒店、臻林山庄
等为代表的高端康养项目，将引领合作区
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

同时，合作区发展大健康产业也存在一
些问题，主要为产业规划引领不够，缺乏对
大健康产业生态的统筹谋划；产业功能和配
套设施不全，影响企业进驻；居住、商业、公
共服务等生活配套存在短板，对产业人才引
力不强；相比国内先进地区园区，产业政策
缺乏竞争力。

发展基础

大健康生态圈雏形初现

发展大健康产业对促进澳门产业多元
发展和推进合作区建设有重要意义。为
此，民建珠海市委会围绕促进合作区大健
康产业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以中医药为重点产业，加快建设
国家中医药创新发展基地。依托粤澳合作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产业载体，大力引进
知名中医药企业；支持澳门中药制药企业
与国内外药企加强合作，借助园内中医药
研发、中试、质量检测等平台，以及充分发
挥澳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
药研究和质量标准检测方面的作用，加大
中药新药及相关产品研发，加快建成国家
级中医药创新基地和中药质量控制基地。

二是以医药研发为发展动力，推动建
成国内一流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中心。积

极引进高水平的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和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医药企业，加快建设国家重
点实验室、临床试验中心、生物医药检验检
测中心、医药公共实验平台等研发平台和
公共服务平台；大力支持创新药物研发和
生物医学技术突破，聚焦干细胞与再生医
学、抗肿瘤药物、基因工程药物、诊断试剂、
抗体疫苗等领域，推动重大创新成果，打造
珠江口西岸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基地。

三是以高端康复医疗为切入点，粤澳
合作打造国际一流的医疗大健康服务中
心。加快在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横琴医院、横琴国际生命科学中心等重大
医疗项目建设。与澳门合作引进国内外一
流的医疗机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和高层
次人才，围绕精准医学、整合医学、转化医

学、再生医学、智慧医疗等前沿领域，开展
与临床相结合医学技术研究，积极打造国
际化康复医疗中心。

四是以产业融合为重要导向，加快建
立“健康+”产业体系。重视大健康产业横
跨一二三产的特点，积极推动大健康与旅
游、文化创意、大数据、互联网等产业融合
发展，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扩大产业生态
圈。优先推动医疗健康与旅游业结合，积
极发展康养旅游，大力培育医疗旅游，延长
澳门中医药产业链，推动大健康与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打造国际康养旅游岛。

对策建议

以中医药为重点产业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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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有
效遏制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在中
秋国庆“双节”和第十三届中国航展
来临之际，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部署
开展了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
动，该局多个部门陆续出动，开展节
前环境安全检查。

盯紧疫情防控集中隔离场所

9月16日至17日，为严格落实
中秋假期及航展期间疫情防控要
求，确保集中隔离场所防疫工作落
实到位，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有针对
性地对辖区内5家集中隔离场所开
展指导检查工作。

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了集中隔离
场所化粪池污水消毒情况及其他相
关记录数据、台账等档案资料；查看
了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贮存、转
运、处置情况。经核查，被检查集中
隔离场所的医疗废物的收集和处置
均符合相关要求，医疗废物存放在
单独的医疗废物暂存间，防雨、防渗
漏，张贴医疗废物均有标识牌，医疗
垃圾由有资质的专业集中处置单位
转运处置，并做好日期、数量、交接
双方签名登记工作。

针对部分集中隔离场所化粪
池污水消毒后余氯偏高或偏低问
题，珠海市生态环境局香洲分局现
场提出指导意见：一是注意含氯消
毒剂的投放量，按比例混匀后投
加，调整初次投药浓度有效含氯量
约40mg/L，余氯量过高损害环境，
过低无法达到预期消毒效果；二是
确保消毒 1.5 小时后，余氯量达
6.5mg/L-10mg/L，可适当增加余
氯自行监测次数，关注余氯浓度的
变化。

保障节日期间海岛环境安全

为保障节日期间海岛环境安
全，9月9日至16日，珠海市生态环
境局万山分局执法人员赴桂山岛开

展节前环境安全检查，重点检查隔离
酒店、医疗垃圾暂存点、建筑工地等敏
感点位，提醒相关责任单位加强疫情
防控，落实应急措施，消除环境安全隐
患，确保海岛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
的节日。

桂山镇原有2家隔离酒店，其中
一家隔离酒店已于9月15日解除隔
离酒店用途，再无隔离人员登记入住，
相关工作人员也已全部撤离，目前仅
剩另一家隔离酒店正在使用。为加强
海岛疫情防控工作，9月16日，执法
人员对该隔离酒店的工作台账、管理
机制、入住记录等进行了详细核查。

在桂山镇医疗垃圾暂存点，执
法人员身着二级防护服，进入暂存
点检查储存配备、清运记录及消杀
台账等内容，了解桂山镇医疗垃圾
收集、储存、转运具体情况。现场检
查发现，该储存点医疗垃圾有积压
现象，执法人员立即要求责任单位
尽快安排转运处置，及时消除海岛
环境安全隐患。

随后，检查人员前往该隔离酒店的

污水管网通道进行检查，检查表明，
管道消杀程序合规，消杀记录齐全。

为全面防控辖区安全生产风
险，执法人员还前往桂山镇某建设
单位开展环境安全检查，提醒责任
单位要落实主体安全责任，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隐患自查，强
化节日应急能力，筑牢环境安全和
生产安全防线。

据了解，市生态环境局万山分
局自9月9日启动节前环境安全检
查以来，工作人员已实地巡查了东
澳岛、大万山岛和桂山岛共3个岛
屿，对岛上各敏感点位提出明确要
求，要求责任单位自觉履行环境安
全主体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
时整改，绷紧环境安全弦。

把好机场口岸“进口关”

为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应急响应期间疫情医疗废物处
置工作，织密防范医疗废物污染环
境风险防线，9月8日至15日，珠
海市生态环境局针对跨境口岸、进

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等非医疗
机构的场所因疫情防控管理需要
按医疗废物管理的相关废物进行
专项帮扶检查。

帮扶组先后前往珠海机场、珠
海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拱
北口岸、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人工
岛口岸、跨境工业区口岸、横琴口岸
等场所，实地从医疗废物产生收集
的源头、内部转运的路线、临时贮存
的管理、外运处理的时限等进行全
方面、全链条、全环节的核查，对其
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分门别类地列
举，并给予相应的帮扶建议。

此外，帮扶组现场还要求口岸
等管理单位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
下的医疗废物管理重要性，强化底
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人防”和

“物防”并重，加强员工培训，强化
员工防疫保障，并及时整改存在的
问题，切实按要求做到医疗废物产
生收集消毒化、日常管理台账化、
安全贮存规范化、内部转运专门
化、外运处理及时化。

市生态环境局多个部门开展检查行动

守护节日生态环境安全

珠海市生态环境
局多个部门陆续出动
守护节日生态环境安
全。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今年以
来，为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指导企业有
针对性地落实污染治理措施，市生态
环境局高新分局搭建企业与第三方专
家交流平台，聘请环境保护领域专家
对高新区信访投诉较多的5家企业进
行深层次“把脉问诊”，协助企业找准
问题症结和瓶颈难点，为企业“对症下
药”、提出治理建议，受到企业欢迎。

近日，多位在工业废水、废气以及
VOCs（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等方
面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受邀来到相关企
业进行实地察看。在现场，专家们以科
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认真查阅环境管理相关台账资料，
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解污染防治处理
设施运维及废气监测情况，深入车间，
从生产工艺到产污治污等环节逐一检
查。专家们根据不同企业的生产特点，
针对污染防治设施的科学性、可操作
性，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进一步的
交流，指导企业整改取得实效。

详细地检查后，专家们给各家企业
的“疑难杂症”开出了处方，就源头控制、
清洁生产、自行监测、污染处理设施、环
境风险应急措施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具体
建议，并对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

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围绕履行
生态环境执法监管职责、改善环境质
量、服务经济发展，采取“政府主导、部
门组织、专家参与”的生态环境执法方
式得到了企业的欢迎和积极配合。相
关企业负责人对专家提出的指导意见
充分认可，对此纷纷表示感谢，并希望
通过专家上门服务指导更透彻地摸清
环境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升企业
的环境管理水平，以便后续发力整改。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将
持续强化对企业的帮扶指导，建立健全
专家检查制度，定期邀请专家为辖区内
重点企业“把脉会诊”，构建企业污染源
大数据平台，为企业立行立改提供有力
技术支撑和一站式服务，确保企业污染
防治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分局邀专家现场“把脉”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确保
大万山岛旧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水源
保护地环境安全，落实监管责任，不留
监管盲区，9月14日，市生态环境局万
山分局执法人员会同第三方检测机构
赴大万山岛开展环境安全检查，执法
人员利用无人机对大万山岛旧水坑水
库开展航拍巡查，并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水库水质进行采样检测。

大万山岛旧水坑水库是一级饮用
水源保护区，是大万山岛上唯一水库，
供全岛居民及来岛游客日常用水。水
库周边地形复杂，树木众多，位于其后
方的自然保护地区域亦是地势险峻，
采用日常实地巡查的方式耗时多，且
难以一一到达，存在巡查盲区；无人机
拍摄视野开阔，巡查速度快，能更清晰
全面掌握周边情况。

此次，市生态环境局万山分局工
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拓宽巡查范围，全

方位了解旧水坑水库周边是否存在生
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生态破坏活动
和环境安全隐患等情况。检查中，暂
未发现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生态
破坏活动和环境安全隐患。

同时，市生态环境局万山分局
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水库进行了
水样采集分析，并围绕水库日常管
理、安全、应急等内容进行仔细检
查，详细了解水库运作具体情况，并
提醒旧水坑水库管理单位要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台风防御工作，密
切关注最近雨情变化，以及后续可
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及时掌握饮用
水源保护区的环境状况，有效防范
各类突发事件发生。

下一步，万山分局将继续将无人
机巡查作为日常执法检查重要手段，
全力抓好海岛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及调
度工作，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环境监管不留盲区
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巡查大万山岛水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