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阔天地 自由驰骋

澳门不大， 陆地面积33.3平方公里 ，
但澳门青年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很大， 祖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天地任其驰骋、 尽
情挥洒。

回归祖国25年来， 越来越多的澳门青
年满怀憧憬， 奔向祖国各地。 他们身处不
同的经纬坐标 ， 却有着相近的梦想与期
待。 在广阔天地中， 他们一路追梦， 书写
精彩。

一路向北，勇敢追梦到星空
“美丽的北国风光 、 厚重的文化积

淀， 高三时的北京之旅， 在我心中种下了
一颗 ‘北上’ 的种子。” 北京大学地球与
空间科学学院澳门学生陈霖谊说。

今年24岁的陈霖谊2022年进入北京大
学攻读硕士学位。 少年时期， 电视科普频
道里浩瀚的宇宙让他对天文和空间科学着
迷。 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科毕业后， 他
决定继续北上， 勇敢追梦。

2023年5月21日， 首颗内地与澳门合
作研制的空间科学卫星 “澳门科学一号”
成功发射。 陈霖谊所在的北大地空学院空
间物理与应用技术研究所研制的空间粒子
探测器是卫星主载荷之一。

他说，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特别自豪！
“这是内地和澳门的合作成果， 意义重大，
我所在的研究所也参与其中。” 他的课题
组主要研究太阳和恒星的极紫外探测， 组
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他对科研的兴趣愈发
强烈。

近年来， 每年有约40%澳门高中生赴
内地升学。 在内地， 他们增长阅历、 开阔
视野， 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每当放假回澳门， 陈霖谊都会将内地
见闻与家人朋友分享。 作为亲历者， 他记
录着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的成长与变化：
“新的口岸、 轻轨开通， 数字支付越来越
普遍 ， 尤其是澳门的旅游业发展越来越
好， 这些让我们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谈及未来， 明年即将毕业的陈霖谊有
很多期待： 希望出国深造， 学有所成后为
澳门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 希望澳门继续
繁荣，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扎根沪上，让创业种子开花
“上海这么大， 一定能做成些什么。”

澳门青年李永益依然清晰记得， 6年前沪
上那个秋日午后， 他和两个同学你一言我
一语地畅想未来， 创业目标笃定。

在很多人眼中， 上海是一座包容开放
的城市， 充满机遇。 2009年大学毕业后，
李永益参与了一个澳门与内地的交流计
划， 随后决定留下。

2020年， 闲谈时的灵感落地生根， 从
事IT行业多年的李永益和同学凑出第一笔
启动资金 ， 在梧桐掩映的徐汇区创立
REVEL， 一间只在晚上营业的小酒坊。

“也许是店内独特的细节打动了年轻
消费群体， 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大多是回头
客 。” 李永益说 。 伴随这两年 “小店热 ”
和 “夜经济 ” 潮流 ， REVEL成为周边街

区小有名气的商铺。
去年， 他们又在市中心一处文创园区

新开了一家澳门特色小餐馆 。 “澳门牛
杂” “氹仔冰茶” “红豆姜汁撞奶” ……
翻开菜单， 澳门味道扑面而来。

上海澳门联谊会今年11月成立， 李永
益等是入会的首批在沪澳门企业家。 他们
认为， 上海市场广阔、 营商环境友好， 非
常利于初创企业成长。

推荐创业项目、 提供资金补助、 追踪
支持辅导……在内地许多城市， 澳门青年
都能获得从创业环境到人力资源的各种支
持。

李永益和小伙伴酝酿明年在上海再开
一家主打澳门特色的烘焙店。 “天地很广
阔 ， 我们的梦想也很丰满 。” 李永益说 ，
未来将向连锁型餐饮企业发展， 以上海为
中心辐射到其他城市， 主打 “舌尖上的澳
门”。

眼下 ， REVEL正在研发一款全新口
味的饮品，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 也
以此创意方式纪念创业团队美好的双城生
活。

紧抓机遇，拥抱湾区新生活
12月的北方已是天寒地冻， 但在广东

珠海金湾区红旗镇的一处农场， 嫩绿的蔬
菜苗刚刚破土而出， 尽情伸展身姿。 澳门
青年孙振鸿穿着雨靴在大棚中忙碌。

大学毕业后，孙振鸿先后在港澳、非洲
和东南亚工作。 2017年，国家正式提出研究

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孙振
鸿和合作伙伴一拍即合， 决定将企业设在
珠海。 2022年，专注无土有机蔬菜种植的澳
门品牌濠机荟成立， 为澳门提供各式新鲜
蔬菜。

“国家有了新政策， 大湾区有了新定
位 、 新机遇 ， 我的生活也有了新选择 。”
孙振鸿来自澳门 ， 合作伙伴是香港人 ，
“我们公司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缩
影”。

近年来 ， 粤港澳大湾区内 “超级工
程” 不断落成， 各城市间 “硬联通” 深入
推进。 孙振鸿常居澳门， 每次从家开车到
农场仅需一个半小时左右。 他还在香港经
营一家咨询公司， 是生活在粤港澳三地的
大湾区人。

目前， 孙振鸿在珠海的农场种植面积
约10亩， 每个月可生产约5吨蔬菜。 他和
合作伙伴计划扩大规模， 希望将业务拓展
到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

“澳门每年都有新的发展， 每次回到
澳门都能体会到变化。” 孙振鸿亲历回归
祖国后澳门的巨大变化， 也热情参与到蓬
勃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前， 一天跑三个
地方基本很难实现。 现在有了大桥， 深中
通道也建成通车， 可以实现澳门、 珠海、
香港、 深圳四城 ‘一日行’， 这是大湾区
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 相信
我们在大湾区一定能取得新的成功。” 孙
振鸿说。 据新华社

日前， 第二十六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启冰建施工， 万余名冰建工人、 近千台机械
作业设备陆续进场， 在保障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全力推进景观建设。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就业援助工作的通知》， 部署健全及时发
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的就业
援助工作机制， 着力提升政策和服务精准
性、可及性，切实兜住困难群体就业底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 就业援助对象包括就业困难
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 通知要求各地合
理确定援助对象范围 ， 畅通申请认定渠
道， 动态掌握帮扶需求， 加强分类精准帮
扶， 做好跟踪服务管理， 挖掘创造适合大
龄人员的多样化、 个性化就业岗位。

就业援助 ， 扶持政策是关键。

上述负责人表示， 通知明确各地要落
实 “两优惠、 三补贴” 政策。 对企业吸纳
援助对象就业的、 援助对象自主创业的，
落实税收减免优惠和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优惠； 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 灵活就业
的给予社保补贴， 对参加职业培训和职业
技能等级评价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
技能评价补贴， 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
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给
予岗位补贴。

通知强调， 要完善工作机制， 强化政
策、 资金、 人员保障， 加大部门间协同，
带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 将党和政府
对困难群众的关心落到实处。

———澳门青年内地追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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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冰建施工火热展开

切实兜底线！就业援助政策“加码”

一张小小的病床， 可能只是大医院的
“千分之一”， 却会是住院患者的 “百分之
百”。

着眼患者 “一床难求” 之忧， 我国多
地医院探索试行 “共享病床” ———打通各
科室 ， 医院哪里有病床 ， 患者就住在哪
里， 让全院床位成为流动的共享资源， 减
少患者入院等待时间。

为缓解住院难， 我国已经持续扩容病
床数量 。 最新统计显示 ， 全国共有床位
1017.4万张，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

调查显示， “一床难求” 的一个主要
症结是 “忙闲不均”。

一面是部分大医院病床供不应求， 一
面是基层医院病床时有闲置。 即便在医院
内部， 不同科室的病床使用也不均衡， 各
有各的峰谷。

2023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79.4%，
其中三级医院91.1%， 二级医院74.3%， 一
级医院54.1%。

民之所盼， 正是医改之所向。
———“共享病床” 怎么 “共享”？
在中日友好医院， 前来治疗肺部恶性

肿瘤的李女士， 从预约挂号开始， 不到一
周就办理了入院手续。 几年前她看同样的
病， 床位排了1个多月。 住院更快， 是因
为李女士没有在胸外科病房 “干等”， 而
是住进了住院部其他科室的病房。

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介绍， 医院内科和
外科各为独立组， 组内楼层相近的科室可
以共享床位。 以胸外科为例， 现有47张床
位， 有了 “共享病床”， 收治能力相当于
近70张床位， 增长约50%。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 湖南省儿童医
院通过床位统筹， 将患者收到其他内科病
房；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患者由
原先平均等候7至8天入院降为3至4天； 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在2024年改善医疗服务工
作方案中提出， 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重点，
启动试点 “全院一张床” 管理……

没增加病床、 没增加医护人员， 从共
享里 “多” 出的收治床位， 可以让患者尽

早住院。
———“共享病床” 是否就是 “床位调

配”？
最大程度 “盘活” 有限的床位， 不少

试点医院成立专门的管理中心统筹患者收
治 ， 通过信息化系统 ， 及时跨科调配病
床。

为简化患者办理入院、 出院手续， 减
少院内奔波， 有的医院还大力推行床旁自
助结算工作。 患者无需再到服务大厅窗口
排队等候 ， 床位闲置的时长也进一步缩
短。

“这是一项 ‘以患者为中心’ 的系统
工程 ， 体现了医院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
升。”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 ，
“共享病床” 涉及医务、 护理、 财务、 信
息、 后勤等多部门的深度协作， 是对医疗
服务流程的重塑和优化。

———如何确保疗效 “不打折”？
为方便跨科住院病人， 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 从查
房、 查体到写病历、 开医嘱， 均由首诊医
生负责到底。

专家介绍， “共享病床” 要确保医疗
质量不打折扣， “医生跟着患者走” 是关
键。 患者调配到其他科室的病床， 负责治
疗的仍是原科室医生。 护士经过针对性培
训， 也能够胜任护理任务， 并朝着全科护
理的方向发展。

部分医院还成立了紧急医疗救护快速
反应小组， “共享病床” 一旦出现危急重
症病人 ， 能确保及时 、 规范进行急救治
疗。

缓解住院难， “共享病床” 是一种答
题方式， 各方也在寻找更多解题思路。

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 ， 让术后康
复、 慢性病维持等患者 “下沉” 到更多基
层医院； 推动更多非必须住院的术前检查
项目在门诊完成； 提升 “当天住院、 当天
手术、 当天出院” 的日间手术比例……

想方设法做， 努力向前进， 办好一件
件就医 “小事 ”， 就是医改惠民的 “大
事”。 据新华社

破“一床难求”！
我国多地试行“共享病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