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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12月 5日电（记者
王丰）2016年，在咨询公司工作的香港
青年郭泽庭，借深港两地联合举办推
广活动之机到深圳前海考察，偶遇正
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开发竞技
格斗机器人产品的广东青年招俊健。

“我们聊得很投机，两个人有共
同的‘机甲梦’，可以说一拍即合。我
当时就决定加入他的‘工匠社’创业
团队。”郭泽庭说。

除了参与公司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郭泽庭还将公司产品推向更国际
化的平台，落地香港数码港，推广竞技
机器人比赛。如今，公司已经打开了8个
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大门。

“在深圳做产品创新有很多优
势，而香港适合把好产品推广到国际
市场。深港合作给了香港青年更多实
现梦想的机会。”郭泽庭说。

郭泽庭和招俊健的故事，只是深
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众多的创业故
事之一。目前，梦工场已累计孵化港澳
台及国际青年创业团队220多家。

实习创业、科技创新、文化教育、
体育娱乐……如今，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深入推进，三地青年在各领域
的交流合作正全面深化。

从内地青年到香港青年、从互联
网业者到传统零售业者，香港青年林
朝晖分散在深港两地的创业团队已
有20多名成员，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
汇聚在粤港澳大湾区，为打造珠宝品
牌“搜饰盒”努力着。

“搜饰盒”主打无限换戴服务，用
户可在APP上挑选首饰，在门店内取

货，或选择配送服务，可以享受不限
次数免费或加价换戴平台上所有珠
宝产品。作为创始人，林朝晖认为，大
湾区有完善的珠宝产业链配套，通过
互联网和大数据赋能，可以创造传统
珠宝产业新的未来。

“我们的团队虽然思维、语言有
所不同，但对未来的信心是一样的。”
林朝晖说。

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广东与香
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分别共建首
批10家粤港青创基地和3家粤澳青创
基地，已入驻香港、澳门青年创业团队
518个、234个，分别吸纳香港、澳门创业
就业人员921人、252人。同时，广东已
建成广州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前海深港青年梦
工厂等50多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平台。

2018年3月，香港青年李培创立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协会。2年多来，协
会走遍香港18区，走进大学校园，举
办几十场粤港澳大湾区讲座，带领香
港学生、青年代表走访深圳、广州、珠
海等大湾区城市，并在深圳宝安区设
立2个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我们坚信大湾区建设是三地青
年交流合作的绝佳机会，也是我们实
现共同人生梦想的绝佳舞台，我们为
此而努力。”李培说。

机器人拼装、机器人编程、无人
机编程……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珠
海市青少年机器人大赛暨珠港澳青
少年机器人横琴邀请赛上，来自大湾
区 137 所学校的 2000 多名青少年汇

聚横琴，开展赛事活动与交流。
“澳门有8所学校参与赛事，这个

平台让澳门学生有机会把更多创新成
果带到珠海展示，参与大湾区的青少
年交流活动，让澳门学生从中得到启
发。”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学校体育暨课
余活动事务处代处长蔡敏芝说。

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少年“接力”，踏
足广东、认识广东，开展交流合作。据统
计，2015年以来，广东累计吸引超过33
万人次的港澳青少年来粤深度交流。

全面取消办理台港澳人员在内
地就业许可、来粤未就业港澳居民参
加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便利
港澳居民购房政策……近年来，一系
列政策逐步实施，为港澳居民在粤生
活、就业创造便利。

广东还积极推进与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合作办学项目。
目前，全省可招收港澳青年的高校达
54所，25所中小学校开设港澳子弟学
校或子弟班，其中广州市首试在公办
学校、百年名校中开设。

同时，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2017 年底，与两位同学成立乐
队的香港青年唱作歌手丁政凯，经常
带着自己创作的音乐参加大湾区各
城市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他希望能
用音乐架起三地青年心灵的桥梁。

“粤港澳三地青年是没有距离
的，我们要走得更近一点。大湾区是
属于追梦者的，跨过深圳河，我们会
有更大的空间。三地青年齐心共聚、
团结一致，必定能创造出属于我们的
美好未来。”丁政凯说。

携手奋进，共创未来
——粤港澳青年交流合作全面深化

(上接1版②)
深化新医改后，邵阳市城乡公共

卫生服务水平差距日益缩小。对此，
老百姓的感触最深。

每天清晨，新邵县寸石镇黄江村
卫生室曾更心都要背着药箱出门巡
诊。趁着老百姓没下地干活之前，做
完常规体检。

“我儿女都不在身边，多亏何医
生经常上门，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新邵县严塘镇岩门村74岁村
民朱娇玲患有高血糖，因感觉脑袋有
点晕，便给村医何志平打去电话。随
后，何志平来到朱娇玲家中为其测量
血糖，并一再叮嘱她：“指标还是有点
高，一定要按时吃药。”

2016年10月1日零时起，邵阳市
市级公立医院全面取消医院药品加
成政策，启动实施药品（中药饮片除
外）“零差率销售”，破除以药养医，再

度减轻了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利好政策让群众看病不再愁。在

武冈市人民医院做完阑尾手术的刘
先生表示：“原本9000元的手术费，经
医保报销后，自己只要承担 2000 多
元，省了不少呢。”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的成果需要
人民验证。在不断给老百姓提供健康
服务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医患关系更和谐

“感谢李丽医师为我爸主刀，她
非常专业、负责、细心，手术很顺利！”
11月15日，在抖音上为李丽医师点赞
的李女士，手持锦旗，满怀喜悦地对
邵东市人民医院心内一区医护人员
表达感谢之情。

李丽原是市某三甲医院的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心导管介入室主任，2020
年10月，她作为邵东市引进的第一个

主任医师，被聘为邵东市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一区主任兼心导管室主任。

面对群众给她的点赞和送给科
室的锦旗，李丽说：“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初心和使命。对病人多一分细心和
耐心，便会减少一分失误和误解。病
人的感激和信任是对我们工作最好
的肯定和回报，也是我们更好服务人
民的动力。”

新医改开始后，透明化的药品管
理模式，日趋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
逐步规范的诊疗服务模式，日益健全
的医疗保障体系，让医患关系告别

“信乏”之殇。
双清区渡头桥镇老塘村，村医李

旭东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有很多急病
发作都在深夜，我晚上手机从不敢关”。
为了方便接送老人，他买了一辆国产
小汽车，和妻子轮流值守。今年83岁的
李志斌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每次去
市级医院治疗后都要回到村卫生室输
液。老人身体虚弱，李旭东便背着他上
下车。“没有李医生，我肯定不能活到现
在。”老人动情地说。

医院是窥探人世间悲欢离合的窗
口，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爱、关于治
愈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一面面锦旗、一声
声“感谢”、一次次点赞……是对医患和
谐最温馨的注解，也是对邵阳市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最质朴的认可。

(上接1版①)
“苗苗笑了，我们心里也乐开了

花。”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王
群英说。

志愿服务如何助力脱贫攻坚？隆
回县三阁司镇石马村爱心志愿者创
造性设立爱心扶贫超市，采取“零利
润销售”模式，助力解决贫困群众“两
不愁”问题。爱心扶贫超市每月会根
据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美化环境、和
睦邻里等 8 个方面进行考核奖励积
分，积分可以用来到超市兑换实实在
在的商品。由于群众反响良好，石马
村的经验迅速在三阁司镇全面推广。

“迄今为止，我们爱心超市已经
累积派送岀价值60多万元的日常生
活用品，惠及贫困群众13574人次。”
三阁司镇爱心扶贫超市志愿者代表
肖艳明介绍道。

壮大队伍

在我市，“有事找志愿者，没事当
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忙不过来
找志愿者”的理念深入人心。“春风杨
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如今的
邵阳，城乡之间处处闪耀着志愿服务
的夺目光彩。

立足岗位投身志愿服务。2011
年冬，北塔公安分局人口与出入境管
理大队大队长谭英真在一次走访中
发现，当时还有不少高龄老人和残障
人士因为行动不便没有办理二代身
份证，造成这一群体不但无法享受国
家有关惠民政策，日常生活也受到影
响。当年冬天起，谭英真就带领大队
民警辅警扛着沉重的办证设备，或翻
山越岭，或走街串巷，上门给行动不
便的群众办理二代身份证，其中该大
队教导员李奕霖因为经常要半跪着
为群众采集指纹，被省、市主流媒体
誉为“最美跪姿女警”。近10年来，该
大队共为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众上门
办理二代身份证 1500 多人次，被北
塔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帮忙大队”。

立足初心献身志愿服务。今年
12月1日，从市档案局退休的党员邓
集义和郑志高联合设立的“五子登科
奖学金”首次发放：北塔区新滩镇街
道某社区一名困难人员的 4 名孙辈
共获得了两位老人发放的1400元期
中考试奖学金。从 2010 年救助双清
区4名寄身寺庙的特困儿童起，到自
掏腰包合伙设立奖学金，邓集义和郑
志高表示：我们是共产党员，本身就
是群众的勤务兵，做点志愿服务更是
理所应当。洞口县石江镇一名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老战士
从退休返乡居住开始，28 年如一日
清扫和养护一条村道，而且从不向外
界透露自己信息。

立足善心跻身志愿服务。家住市
区的谢纯辉和家住绥宁的龙文琼都
是“网红”志愿者，她们两人都曾是下
岗职工，都是靠从事艰辛的餐饮业而
拥有自己的成功事业。2005年以来，
作为秋月酒楼董事长的谢纯辉每年
都要斥资慰问一批贫困家庭、孤寡老
人、残疾儿童、贫困学子，而且特别关
心环卫工人。每年8月8日，她都会组
织员工体验环卫工作，召集爱心人士
对环卫工人进行慰问。绥宁县金水湾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文
琼今年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她1994年带领36名下岗工人创建绥
宁哆唻咪酒家。2001年，绥宁县发生

“6·19”特大山洪地质灾害，她主动捐
款1万元，并收养2名灾区孤儿，其中
1 名孤儿在她的资助下考入上海交
通大学，后成为公费留美博士。现在，
受她影响参加志愿服务的人达到
1000多名。

据悉，目前我市共组建各类志愿
服务队2960支，注册志愿者78万多
人。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仅
北塔区就涌现出了丰江社区“鸡蛋奶
奶”、资园社区“双胞胎兄弟”、新渡社
区“喇叭爷爷”等群众志愿抗疫典型。

擦亮品牌

“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宝
古佬精神一旦与闪耀着时代光辉的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
神发生碰撞，就诞生出一个又一个闪
亮的邵阳本土志愿服务品牌。

从我市12月3日表彰的“全市十
大最美志愿服务站点”名单中可以看
到，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
志愿服务站、新宁县崀山旅游观光车
队志愿服务站、市中医医院杏林志愿
服务站等，这么熟悉，这么亲切，仿佛
就在身边，又好像昨天还见过：市公安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志愿服务站
为了帮助武冈两名深山男孩上户，破
解重重难题；新宁县崀山旅游观光车
队志愿服务站今年夏季返还粗心游客
手机200多台；市中医医院杏林志愿
服务站已为群众提供志愿服务1.6万
小时……

“要通过志愿服务品牌引领和先
进典型宣传，在全社会兴起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新热潮。”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创文指挥部副指
挥长周迎春在与志愿者们促膝谈心
时，多次殷切嘱咐。

我市历来重视志愿服务品牌创
建工作。今年5月14日，“文明实践志
愿先行”邵阳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决赛在市委礼堂举行，12位入围
项目负责人通过6分钟路演对各自服
务项目进行了精彩展示，项目内容涵
盖教育、医疗卫生、妇女儿童、生态保
护、心理健康等多类志愿服务领域。

“红心林”和“大邵公益”是广大邵
阳人民耳熟能详的两个志愿服务品
牌。“红心林”自2014年成立以来，目
前拥有个人会员200名、单位会员5
家，主要致力于“三助一促”：助少，帮
扶困境儿童；助老，扶助社区居家老
人；助特，帮助特殊困境群体；促和，缓
和社会与家庭矛盾。“大邵公益”的服
务触角延伸到全市12个县市区，甚至
在有些乡镇设立常设机构，成为促进
当地文明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市许多志愿服务品牌在全国
有影响，如邵东市爱心义工联和双清
区肖家排社区分别荣获全国“四个
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和最美志愿
服务社区称号。此外，“白金急救十分
钟”“孤贫儿童触摸艺术”、邵阳县“四
美进农家”、新邵县“公德教育”等一
大批志愿服务品牌在三湘大地上也
越来越有影响力。

城乡闪耀“红马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