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郑耀林

本报讯 7 月 18 日下午五时
许，高州市观山桥发生感人一
幕：50 岁外卖骑手吕炜权在送
餐途中发现一名女子漂浮水
面体力不支，果断从十余米高
的桥面纵身跃下施救。在民
警协助下，落水者成功获救，
而浑身湿透的他未留姓名便

悄然离开，继续完成未送达的
外卖订单。

手术后，奋不顾身救人

“事发后，有朋友将救人的
视频发给我，我们一眼就认出
是吕炜权！”饿了么高州站点负
责人钟志鹏难掩激动。出生于
高州西岸的吕炜权，如今已经
年届 50 岁。见到记者时，他的

身体康健并没有受到救人行为
的影响，体力也恢复如初。

“当时顾不上太多就从桥
上跳下去救人了。”吕炜权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时，透露着坚定
的目光。据了解，他当时误以
为桥上有人钓到大鱼便凑近围
观，直到调整视角才惊觉是溺
水者体力濒临极限。

“毅然从十余米的高空跳
落江中，游了约 60 米的距离将
溺水者迅速拉往岸边，这是一
件需要胆量和消耗体力的一件
事。”他的同事陈小姐评价道。

“他刚做完手术回来！”同事道
出更多细节。原来前一段时
间，吕炜权经历了一场手术，术
后回到岗位才一个星期左右。

妻子得知他在手术没多久
后便跳江救人，在电话中表达
了赞扬，但也温柔地“批评”了
一番。他坚定地说道，“我不希
望遇到这样的事，但若再遇上
了，定会全力帮助需要的人。”

引关注，“无名英雄”获奖励

“我本能反应就是救人，

没太在意其他的事情。”事发
后，他的事迹迅速在互联网上
引发关注，有关部门和公司也
对其进行了慰问和表彰。据
透露，高州市有关部门正为其
申报见义勇为奖，并拟推荐参
评第三季“广东好人”。

19 日下午，高州市委宣传
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文明办、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青年企业
家协会，共同来到吕炜权所在的
外卖站点，向这位勇跳深水救人
的英雄致以诚挚问候与崇高敬
意，并送上慰问金。高州市委社
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兴就业群体不是社会治理的‘边
缘参与者’，而是‘核心建设者’，
希望更多人像吕炜权一样，在平
凡岗位上践行责任，汇聚起共建
和谐社会的磅礴力量。”此外，公
司获悉其见义勇为行为后，对吕
炜权进行了慰问和表彰，送上了
锦旗、新装备等奖励。

“真没啥好夸的，当时换谁
都会跳下去，只是我先一步罢
了。”面对赞誉，他摆摆手笑道，

“这只是一件小事。”

热心肠，做人做事有担当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吕
炜权主动辞去外地工作返回故
乡，选择这份能兼顾家庭的职
业。在送餐时他会绕道买父母
念叨的食物，空余时间会陪他
们散步闲聊。

吕炜权在参与警察接力救
起溺水者后，未更换湿透的衣
物便直接投入送餐工作，撂下
一句“我还要送餐”。该行为被
多家媒体作为标题聚焦。作为
已从事半年多的骑手，他始终
保持着与时间赛跑的工作状
态，能在时效内提前完成订单
配送。“我还要送餐！”既是对客
户的承诺，更折射出其尽职尽
责的底色。这种将家庭责任与
职业使命深度融合的状态，构
成他日常生活的双重主线。

“爸妈从小教我，做人要有担
当，热心肠，这样不管干啥都会有
好结果。”吕炜权始终铭记于心。
就在救人那天，当保温餐箱里四
份外卖还保留合适的温度送到客
户手上时，他又一次得到了好评。

50岁外卖大哥跳江救人
上岸后，未留姓名默默离开，急着继续送外卖

吕炜权在接受采访。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康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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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霞 通讯员 邹玉芳

本报讯 7 月 18 日至 20 日，
2025 广东（佛山）预制菜产业博
览会与第三届中国国际（佛山）预
制菜产业大会在佛山潭洲国际会
展中心同期举办。

本次博览会总面积达 2.5 万
平方米，吸引超过 200 家企业参
加，包括来自 24 个省市、16 个国
外城市/地区及 30 多家预制菜
头部企业、60 家食品机械设备
及百余家上下游产业链企业，
集中展示超 6000 种产品。茂名
组织市内 13 家企业 40 多种产
品参展（如右图），在“世界美食
之都”顺德上演了一场精彩荟
萃的美食盛宴，茂名预制菜获
得“最具地方特色奖”。

地道粤味，一口难忘的
米粉

本次预制菜博览会，茂南区
也组织了区内的 5 家企业参展。
作为粤西农业大市，茂南区近年
来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加快
布局预制菜产业。此次参展的茂
名市万粤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米
粉、河粉、干米线精加工，公司现
有20多种米制品，其“拳头产品”
新鲜河粉及干米线凭独特风味并
具便捷性，吸引众多采购商驻足
洽谈。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展
会，希望能对接大湾区市场资源，

推动万粤米粉走向全国。”
“米粉 Q 弹爽滑，配料丰富，

牛肉粒鲜嫩，酸菜脆爽，连汤都能
喝光，万粤米粉真的绝了！第一
次吃到这么地道的粤式风味米
粉，这米粉让我想起小时候街边
摊的滋味，但更干净卫生，吃得放
心。”一位资深吃货在品尝米粉后
赞不绝口。“价格实惠，味道却不
打折！”一位年轻白领表示，自己
平时工作忙，万粤的米粉方便煮、
炒，她已经购买了好几包，现场更
有多家大公司采购商与万粤负责
人洽谈。

从便捷性到口味，万粤米粉
用实力征服了食客的味蕾，成为
预制菜赛道中当之无愧的“粤味
担当”。

罗非鱼半成品，在家轻
松复制餐厅级美味

这次茂南带去广东红鳄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市供销渔
业有限公司、广东双洋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友联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罗非鱼等预制
菜产品。

“这款烤鱼半成品真的太方
便了！鱼肉提前腌制得恰到好
处，拆袋直接下锅煎或烤，几分钟
就能上桌，肉质依然鲜嫩紧实，完
全不输外面餐厅的炭烤风味。”一
位热爱下厨的年轻宝妈兴奋地分
享道。也有资深食客对香辣烤

鱼、黑椒鱼排、鲷鱼块、香蒜鱼排
等赞不绝口：“最惊艳的是它们的
调味——香辣中带着微微的麻，
还有蒜香和孜然的复合香气，完
全不需要额外调料，在家就能做
出西餐厅的美食！”

不少参展观众现场试吃后立
刻下单，纷纷表示被“黑椒鱼排”
等预制菜的细节打动：“鱼皮煎得
金黄焦脆，但鱼肉一点都不柴，说
明选用的罗非鱼品质很好”“腌制
时连鱼腹都处理得很干净，没有
腥味，对厨房新手太友好了”。更

有餐饮从业者评价：“这种标准化
半成品既能保证出餐效率，又保
留了手工制作的锅气，绝对是预
制菜里的‘实力派’！”从家庭餐桌
到小型餐饮店，茂南罗非鱼预制
菜用实力证明：便捷与美味，真的
可以兼得！

预制菜产业迈向品质
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

专家表示，消费升级和餐饮标
准化需求正推动预制菜产业向高
品质、智能化转型。茂南区依托

“五棵树一桌菜一条鱼”发展思路，
以荔枝、罗非鱼、大米加工等特色
农产品为核心，延伸产业链条，打
造具有地方风味的预制菜产品。
通过全产业链布局，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作为全国预制菜产业高地，佛
山与茂名等农产品主产区联动，将
进一步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产
业链。茂南区农业农村局表示，此
次参展为企业搭建了对接国际标
准、拓展市场的平台，未来将通过
政策支持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茂南优质预制菜热销广东预博会

■记者 柯小瑛 通讯员 黄海樱

本报讯 7 月 20 日晚，今年
第 6 号台风“韦帕”登陆台山市
后，继续沿广东沿海西行，给粤
西地区带来了狂风骤雨。而在
这场风雨中，化州市合江镇一
处荒野林地，正发生着一起惊
心动魄的紧急寻人行动。

当天晚上 9时，化州市合江
镇事主陈某妹打 110报警称，其
年仅1岁半的小儿子不知去向，
家人寻找未果，怀疑孩子掉下
家门口的鱼塘了。

接到警情，正在化州市公
安局合江派出所值守防御台风
的所长赵雄光，立即带领副所
长何振彬、民警李城锋，辅警郑

富林、李兆楷、吴德俊、黎超林
等人，冒雨驱车直奔现场。

20 多分钟后，民警下车步
行一段泥泞的山间小路，来到
了事主陈某妹位于合江镇多例
西江村附近山岭边的鱼塘屋。

六神无主的陈某妹告诉民
警，当天下午她有事出门，特意
吩咐大儿子照看熟睡的弟弟。
当她回到家中，发现家门大开，
小儿子浩仔不知去向，大儿子
也犯迷糊不知弟弟什么时候不
见了。一家人便围着鱼塘屋及
四周的山林来回寻找了 2 个多
小时，却是毫无收获。家门口
就是自家鱼塘，怀疑孩子失足
掉下去了。

陈某妹居住的鱼塘屋系单

门独户，地点较为偏僻，门口正
对着一张6、7亩的山间鱼塘，屋
后是山岭林地，杂草丛生。离
开家门的男童，在雨夜中，危机
四伏。

赵雄光当机立断，迅速报
告合江镇党委政府、消防应急
部门，以及组织村委会力量联
手寻人。

闻讯赶来的镇村干部、热
心村民、消防应急力量，联合派
出所民辅警共 30 多人，兵分三
路，紧急展开搜救行动。由消
防应急牵头的一组与家属一
起，迅速给鱼塘开闸放水，由熟
水性的群众下水拉网搜寻。第
二组由孩子的母亲陈某妹带
队，沿其经常带孩子出行的小

路寻找。以派出所民辅警为主
的第三组，把搜索的范围扩大
至鱼塘屋外围的山岭林地。

台风渐强雨势渐大，搜寻人
员身上的衣服早已被雨水灌透，
在漆黑的夜色中，大家凭着微弱
的电筒光，照过一寸寸可疑的林
地，翻遍一丛丛杂草。夜半时
分，开闸放水的鱼塘搜救组没有
传来“坏”消息，松了一口气的众
人继续努力，大家都不敢放弃地
面上的蛛丝马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四周
环境如此恶劣，早一分钟找到
孩子，就会少一分危险。

“浩仔！浩仔！”风雨夜里，搜
索人员的声声呼唤，此起彼伏。

“哈。”路边突然传来一声

微弱的回应。
21 日凌晨零时 20 分许，当

搜索人员再次走过距离鱼塘屋
300 多米远的泥泞山道时，听到
这声音却如雷贯耳。大家迅速
上前扒开杂草，发现一名全身
赤裸的男童正无力蜷缩在山洼
里，在电筒光下，睁大了眼睛。

此时，台风“韦帕”正掠过
化州，风雨中苦寻多时的众人
都松了一口气。

考虑到男童在山林里淋雨
近 6 个小时，有失温危险，民警
迅速抱起孩子放上警车，并让
其家人带上干净的被子，驱车
送往医院。

经医生检查，男童生命体征正
常，只需住院观察无恙便可回家。

台风雨夜，一岁半“细路哥”自己走出家门……

化州警民搜山觅林寻回走失男童

■通讯员 李紫颖

为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医
疗服务，广东省人民医院粤西医
院(茂名市电白区人民医院）门
诊部已于昨日整体搬迁至新建
门急诊综合楼（1 号楼），投入试
运行 ，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位置
的更新，更是一次诊疗环境、硬
件设施与服务水平全方位的重
磅升级。

“一站式”聚合，告别折返
跑。“以前看个病，挂号、缴费、打
报告，楼上楼下跑，费时费力。”

广东省人民医院粤西医院副院
长毛承亮介绍道，如今，“一站式
服务台”将多项高频业务集中整
合，患者平均节省 40%-50%的
办事时间，大部分患者半小时内
就能完成基础业务办理。时间
消耗的大幅压缩，正是流程再造
最直观的温暖回响。

入院准备“加速器”，省心省
力。拾级而上，“入院前准备中
心”成为患者通向病房的无缝桥
梁。毛承亮介绍说，术前检查预
约协调、病史采集、健康宣教等
环节在此一站式完成，避免了患

者自行预约检查的繁琐和遗漏
风险。这不仅让患者入院后能
迅速进入治疗状态，更将术前准
备时间缩短了1-2天，为焦急等
待的心注入了一剂“安心针”。

省市专家“扎根”，名医近在
咫尺。二楼“省市专家门诊”区
域，是优质资源下沉的生动注
脚。“我们开通了线上线下多渠
道预约。”毛承亮说，每周都有
省市专家坐诊，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与省级医院同质化的
诊疗服务。从此，患者无需再
为一张专家号长途跋涉，疑难

病痛也能在此获得“大咖”级的
专业解答。

新楼启幕，服务与质量双提
升。对于新门急诊楼的深远意
义，毛承亮目光笃定：“它不仅推
动服务流程标准化，提升效率，
更以舒适环境增强患者信任，提
升医院口碑。”省市专家的引入
更是带动了本院医务人员技术
提升的契机，使整个医院的诊疗
服务水准迈上新台阶。

患者心声：舒适与关怀触手
可及。“特别宽敞明亮，标识清
晰，一下子就找到了科室！”前来

就诊的陈女士对新环境赞不绝
口，她回忆道，刚进门时导诊护
士就主动上前指引，诊
室医生也耐心讲解，与
以前拥挤昏暗的老楼相
比，真是天壤之别。

从集约高效的服务
前台，到入院准备的贴
心加速，再到先进医疗
资源的便捷可及，广东
省人民医院粤西医院新
门急诊楼不仅重塑了空
间格局，更以智慧与温
度重构了就医体验。

广东省人民医院粤西医院门急诊综合楼试运行就医体验全面提升

■记者 张丁文

本报讯 7月 19日上午，由茂名市妇幼
保健院联合茂名市红十字会、茂名日报社、
茂名市出生缺陷综合干预中心举办的2025
年“好心茂名·救心大行动”暨茂名市出生
缺陷疾病免费筛查义诊活动在市妇幼门诊
大楼前举行，帮助困难家庭患儿及出生缺
陷疾病患儿，“好心茂名·救心大行动”8 年
来已救助 140 余名患儿。

上午 8 时许，已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咨询和筛查。现场设置了介入导管
室、儿童心血管科、小儿外科、儿童心理行
为科、儿童生长发育科等多科科室咨询区，
各科专家针对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出生缺
陷、血管瘤等疾病，为患儿进行面诊和检
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开展后续治疗。

“‘好心茂名·救心大行动’自 2018 年
启动以来，已联合社会爱心力量筹集善款
超100万元，已救治了140余名患儿。”茂名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负责人介绍，项目
重点帮扶 0-14 周岁先天性心脏病困难患
儿，符合条件的患儿从检查到手术救治，都
可获得费用减免，有效减轻了患儿的家庭
经济负担。

时近正午，咨询台前依然人头攒动。
“儿子2岁时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
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进一步治疗，这个公益
救助让孩子的手术费终于有着落了。”来自
高州的陈女士现场激动地说道。在现场，
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耐心地为有需要的
市民登记，引导他们填写救助申请登记表，
并详细告知申请相关流程。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儿二科副主任、小
儿内科主任医师江霞辉特别提醒，家长应
重视儿童定期体检，当发现儿童在出现吃
奶费力、反复呼吸道感染或发育迟缓等现
象之后，要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2025年“好心茂名·救心大行
动”暨茂名市出生缺陷疾病
免费筛查义诊活动成功开展

8 年救助 140 余名患儿

■通讯员 吴小龙 贾晓丹

本报讯 品牌可谓农业的价值芯片，日
益成为强农富农的“密码”。作为中山大学
商学院“百千万工程”荔志青年实践团连续
三年接续深化的重点项目，团队于 7 月中
旬再度奔赴广东高州开展荔枝产业调研。

追寻历史足迹，深化品牌认知。7 月
15 日至 16 日，实践团深入根子古荔园、柏
桥讲堂、柏桥服务区和中国荔枝博览馆。
在根子古荔园，团队通过“柏桥夜话”等创
新实践考察荔枝全链条发展。团队还探访
了网红地标柏桥服务区，其融合特产展销
与文化展示的功能，生动体现了区域品牌
化成果。在中国荔枝博览馆，成员们系统
学习荔枝种植史，重点调研矮化栽培、良种
嫁接和智能管理等创新模式。这些实践为
品牌化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凸显政企农
协同提升品质的路径。

企业合作社联动，打造双轮驱动。7
月 16 日至 18 日，团队走进企业与合作社，
感悟“企业做两端、合作社连中间”的产业
图景。省级龙头强牌果品公司通过“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24 小时加
工荔枝，以区域品牌和企业商标“双轮驱
动”销往全国。丰盛食品公司深化加工，将
荔枝变成干果、酒类和馅料，广药茂名产业
园则裂变出“荔小吉”饮料和雪糕，提升产
品溢价，破解“果贱伤农”。柏桥、元坝强村
公司依托村集体股份，留存附加值惠农；采
鲜园和建和果蔬合作社整合农户力量，聚
焦标准化种植与冷链物流，凝聚成擦亮“高
州荔枝”金字招牌的中坚力量。

田间访谈，汇聚基层智慧。调研中，团
队将话筒递给一线实践者。在泗水镇洪尤
村夜访荔枝农户，聚焦品牌增收实效；于滩
底村对话镇农业农村办代表，探讨“荔枝文
化+庭院经济+三农短剧”的乡村特色发展
路径；在分界镇新坡村与“双肩挑”村干部
兼种植大户专题研讨村集体纽带作用与小
农户品牌意识提升策略。多维度的基层访
谈，生动呈现了从政府引导到政企农协同
的品牌建设实践图谱。

此次调研，中山大学商学院学子通过
分类聚焦政府、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四大主
体，系统性收集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到政策
引导、市场开拓、桥梁作用和落地实践的环
环相扣。三年来，该项目持续深化，将课堂
理论付诸实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知”循环，以认知再造不断反哺高州实
践。调研成果将为高州荔枝品牌价值提升
贡献高校视角，助力产业蓬勃发展和乡村
振兴。

中山大学商学院“荔志青年”
实践团到高州开展产业调研

以学术研究赋能
高州荔枝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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