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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收到了
一封来自宝妈韦女士及全家的感谢信。
信中，韦女士详细讲述了她在孕晚期遭
遇“脐带真结”与“臀位（胎位不正）”的双
重高危风险，最终在产科团队精湛医术
和贴心关怀下，于孕37周+6天平安诞
下健康宝宝的感人经历。

一根打结的脐带，一个“调皮”的臀
位宝宝，双重的高危风险让初为人母的
韦女士惶恐不安。然而，在江门市中心
医院产科团队的专业护航与温暖守护
下，这份“惊险”最终化为了“幸福”。一
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满纸洋溢着对产
科医护人员的无尽感激。

当机立断化解“生死结”
脐带真结，是指脐带在宫腔内缠绕

胎儿身体后形成无法松解的真实绳结
（单结或多结）。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
况，发生率约为1%。这个结平时可能

“相安无事”，但一旦在分娩过程中拉紧，
就如同扼住了胎儿的“生命线”，瞬间阻
断胎儿赖以生存的氧气和营养供应，可
能导致胎儿急性宫内窘迫甚至胎死宫
内，风险极高。发现后，必须进行极其严

密的监测。
“脐带真结”这四个字，曾像一道惊

雷，击中了孕29周的韦女士。雪上加霜
的是，韦女士在孕34周又遭遇“臀位”挑
战，胎位不正增加了分娩风险，双重高危
因素叠加。产科团队迅速将其纳入高危
妊娠管理，全程严密监护。

面对这双重风险挑战，作为韦女士
的主诊医生，该院产科主任张群成为了
韦女士最大的“定心丸”。张群凭借丰富
的经验和专业判断，始终给予韦女士真
诚、温和而坚定的建议，既不夸大风险制
造恐慌，也绝不掉以轻心。在充分评估
胎儿成熟度及风险后，张群在韦女士足
月后果断建议：“不要等待自然发动，尽
快进行剖宫产手术。”

事实证明，尽快进行剖
宫产手术这个决策至关重
要！手术中，医生们清晰地
看到宝宝脐带上确实存在
一个“真结”。这个隐藏在
妈妈腹中的“定时炸弹”，若
未被及时发现处理，继续等
待自然发动宫缩，胎儿在下
降过程中极有可能因脐带
真 结 拉 紧 而 后 果 不 堪 设
想。张主任的当机立断和
勇于担当，成功规避了随时

可能发生的宫内意外。

规划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监护期间考虑到患

者工作安排与期待胎儿成熟的心理，张
主任在充分评估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设
身处地为她量身定制了最稳妥的方案：
每日返院严密产检+胎心监护，密切观
察胎儿情况。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尊重患
者诉求，让医疗充满温度。

韦女士在信中特别提及了那份刻骨
铭心的“被尊重感”：“张主任非但没有苛
责（我推迟住院的想法），反而在充分评
估风险后，设身处地帮我规划了最稳妥
的方案……让我深刻感受到，在你们眼
中，我不仅仅是一位病人，更是一个被理

解、被珍视的独立个体。”
这份体谅与尊重，正是江门市中心医

院产科团队“医者仁心”的最佳注脚。从
主任医师黄泳华早期一句“不用担心”的
坚定安抚，到医生朱晖的审慎建议，再到
卢雅苹、杨远强、潘翠娇、梁雪梅、冼诗瑶等
医生及超声科同仁们每一次耐心探查与
解释。专业与温度，在这里从未分离。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产后康复同
样重要。在产一区病房，韦女士和宝宝感
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在这里，医护人员
的关怀并未因分娩结束而停止，不仅关注
她的身体恢复，更在心理上给予支持，帮
助她顺利过渡到母亲角色。这份无微不
至的照料，赢得了韦女士及家人由衷的感
激和信任。科室收到她多张手写的“表扬
小纸条”，字里行间都是对医护人员辛勤
付出和专业服务的真诚肯定。

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团队用实际行
动完美诠释了“医者仁心”。他们以精湛
的医术化解了脐带真结与胎位不正的双
重危局，更以无疆的大爱，在人性最脆弱
处给予患者尊严与力量。

韦女士和宝宝的健康团圆，是产科团
队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也是对“生命至
上，母婴安全”理念的最好诠释。这份沉
甸甸的感谢，将激励着产科团队，继续以
仁心仁术，守护更多家庭的希望与未来。

产科团队化解“生死结”，助产妇诞下健康宝宝

让“惊险”化为“幸福”

患者及家属为医护人员送上锦旗。
医护人员为社区居民进行视力检查。

7月4日，江门爱尔新希望眼科
医院携手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百千万工程“杏林先锋队”，走进江门
市蓬江区江华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健康服务活动，将健康关怀送
到居民家门口。

活动现场，“杏林先锋队”充分发
挥中医药专业优势，为社区居民提供
推拿、艾灸、刮痧、耳穴贴压、气罐等
传统疗法服务与眼部检查，让居民们
近距离体验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为预防老年眼部疾病和慢性病
保驾护航。在中医药传统疗法活动
现场，居民们对中医传统疗法表现出
极大热情。一位阿姨在接受完推拿
和艾灸服务后，激动地拥抱队员：“祝
你也身体健康，阿姨舒服很多了。谢
谢你哈！”她表示，自己多年的肩颈酸
痛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

另一边，江门爱尔新希望眼科医
院的医护团队也迅速投入工作。工
作人员为社区居民逐一进行视力检
测，从满头银发的老人到稚嫩的孩
童，都能得到细致的视力检查。眼科
医生借助专业的裂隙灯检查仪，对居
民眼睛的组织结构进行深入排查，不
放过任何眼部疾病隐患。检查结束
后，医护人员耐心解读每一份检查结
果，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个性化的护眼
建议。同时，还为社区老人们科普白
内障、青光眼等常见眼科疾病知识，
提高居民对眼部健康的重视。

在为居民提供专业眼科服务的同
时，活动现场也处处彰显着温暖。活
动尾声，老人们捧着护眼药包，笑容满
面地向医护人员连连道谢，这温馨的
一幕，是对医院工作的高度认可。

此次活动，江门爱尔新希望眼科
医院与“杏林先锋队”实现中西医优
势互补。中医特色的推拿、艾灸等传
统疗法，与现代眼科技术结合，共惠
及社区居民一百多人次。医院用实
际行动践行健康理念，展现了守护居
民眼健康的责任担当。未来，江门爱
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将与“杏林先锋
队”持续开展此类公益活动，推动健
康服务常态化，为更多居民的眼健康
保驾护航。

（文/图 傅雅蓉 左健文）

江门爱尔眼科医院联合“杏林先锋队”进社区

将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

市场监管总局7月7日对外发布，我
国陆续实施的一系列国家标准有效助力
民用无人机产业健康发展，下一步市场监
管部门将会同有关单位进一步加强民用
无人机标准的制定实施工作，为低空经济
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标准支撑。

提升民用无人机研制水平是发展低
空经济的重要条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门从去年6月起陆续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民
用无人机研制相关国家标准。这些标准
实施一年多来，有效降低了民用无人机研
制、测试及生产成本，增强了民用无人机
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能力。

比如国家标准《民用无人机可靠性飞
行试验要求与方法》，严格规定了可靠性试

飞条件，倒逼企业改进产品设计，增强环境
适应性和故障容错能力。据机构统计，采
用该标准后，相关产品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提升25%，城市复杂场景失控率下降50%。

再如《民用大中型固定翼无人机系统
试飞风险科目实施要求》和《民用大中型
固定翼无人机系统自主能力飞行试验要
求》两项国家标准的实施，有效提升了
150kg及以上民用固定翼无人机试飞风险
管理和控制水平。以中航工业为例，通过
将相关标准纳入无人机研制流程体系，推
动某型民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的试飞安
全事故率降低约40%，试飞效率提高25%。

行业分析机构统计，这两项标准的
实施推动大中型固定翼无人机试飞事故

率同比下降 15%，试飞周期平均缩短
20%，研制成本降低18%。

此外，国家标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
碰撞安全性要求》建立了0.25kg至25kg
的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碰撞伤害等级划分
体系，规定了机体结构安全要求和6项碰
撞安全试验方法，相关技术要求在多个
型号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的碰撞安全测试
中得到有效验证。

据行业调查，采用该标准设计防护
装置的轻小型无人机，在碰撞测试中的
人员伤害风险指数平均下降了 40%至
60%。安全性能的提升增强了市场消费
信心，部分采用该标准的产品销量同比
增长115%。 （新华社）

在合肥骆岗公园这个由老机场改造
而成的城市公园中，一场与众不同的“无
人机”飞行秀正在上演。

半径不超过15米的小型“停机坪”内，
一架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停在起飞点，16
组螺旋桨整齐排列，由碳纤维制成的流线
型机身极具“未来感”。随着起飞指令下
达，航空器便轻盈离地，平稳升至50米左
右的空中。白色机身与湛蓝天空相互映
衬，勾勒出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

记者日前走进被喻为低空经济“超
级实验场”的合肥骆岗公园，切身感受到
无人机载人飞行正加速从愿景走向现
实。“这台正在演示的‘EH216-S’无人
驾驶载人航空器由合肥合翼航空有限公
司运营，主要面向城市内低空中短途交
通需求，具备无人驾驶、智能导航、精准
起降等功能，可以广泛应用于载人交通、
旅游观光、物流运输等场景。”合翼航空
运营总监章昱辉介绍道。

要让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城市上
空畅飞无阻，拥有一张运营“通行证”是关
键。今年3月28日，合翼航空收到由中
国民航局颁发的全国首批载人类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可别小看这
张证的“含金量”，这意味着，持有运营合
格证的企业可以在获得批准的区域内进
行商业运营，提供付费载人运营服务。“在
不远的未来，市民或游客将有机会在合肥
上空体验一场‘云端之旅’。”章昱辉说。

近年来，随着“低空+”赋能千行百业，
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天空正变得越来
越“热闹”。目前，合肥已开通无人机医疗
物资配送、轨道巡检、外卖配送等200余
条航线。应用场景的丰富加速了全产业
链的聚集，合肥市已汇聚低空经济企业
300余家，实现无人机研发、测试、生产、运
营全链条布局，进一步向“天空之城”迈进。

“未来，合肥将立足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对接公安、
应急、消防、环保等部门，常态化开展接
驳观光、物流配送等飞行任务，让低空经
济的发展红利惠及每一个人。”合肥市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
进中心（合肥）执行主任程羽表示。

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作为备受关注
的新兴产业，已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引擎。据预计，2025年我国低空经
济市场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中国商业
航天市场规模也将突破2.5万亿元。随
着低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以逐梦苍穹
为目标的商业航天也在星辰大海中书写
着中国智造的“加速度”。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曾因“禹会诸
侯于涂山”的传说而闻名，如今，中国·蚌
埠商业航天产业园在这里拔地而起，深
蓝航天、九州云箭、凌空科技等17个商

业航天项目聚“星”成链，以科技创新推
动火箭生产从“制造”向“智造”跃迁。

在蚌埠凌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
车间内，一罐淡黄色晶体颗粒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很难想象，这些看似“不起
眼”的颗粒，在经过十余道加工工序后，
将蜕变为火箭专属的“防热盔甲”，并随
其一同开启一场“太空之旅”。

“这是一款由我们自主研发的改性低
密度石英酚醛类耐高温热防护材料。”蚌
埠凌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监陈石
林告诉记者，火箭在超高速飞行状态中，
其表面温度通常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
而生活中常见的金属铜在1000摄氏度时
就会变得“软塌塌”。“我们设计的防护材料
具有低密度、低导热率、耐烧蚀等优势，耐
温最高可达2100摄氏度，相当于给火箭
穿了一层坚固的‘防热衣’。”陈石林说。

距离蚌埠凌空科技仅20分钟车程

的深蓝太空航天科技（蚌埠）有限公司则
将目光聚焦于火箭推力室的研发与制
造。“推力室是火箭发射过程中完成推进
剂能量转化和产生推力的组件，相当于
汽车的发动机。传统的推力室需要开模
铸造、锻造，而我们自主研发的推力室则
使用3D打印技术，将生产周期从半年缩
短至23天左右，极大降低了制造成本。”
公司副总经理冯光光表示。

小部件也蕴藏着“大学问”，耐高温材
料、推力室等火箭零部件既浓缩着企业在
向新求变中日复一日的科研攻关，也为中
国商业航天积聚向上发展的动力与底
气。“面向未来，蚌埠将加快培育产业制造
创新平台，加大与中科大、航天八院、航天
六院等高校院所合作力度，深入开展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助力中国商业航
天产业在新时代书写‘飞天传奇’。”禹会区
人民政府副区长胡海波表示。 （新华社）

“剧透”未来！

从低空到太空，看产业发展新脉动

国家标准为民用无人机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家外
汇管理局7月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
至2025年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3174 亿美元，较 5月末上升
322亿美元，升幅为0.98%。

“2025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
观政策、经济增长前景等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下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
体上涨。”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
综合作用下，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有所
上升。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
19个月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并
连续6个月保持增长。上述负责人
表示，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
保持基本稳定。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记者7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我国牵
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道路车辆 自动
驾驶系统测试场景 场景评价与测试
用例生成》日前正式发布。

测试场景是评估自动驾驶系统
功能和性能的基础，是支撑仿真和封
闭场地测试等“多支柱”自动驾驶安
全验证方法应用的核心要素，测试场
景的多样性、覆盖性、典型性直接影
响着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此次发布的标准主要规定了自动驾
驶系统测试场景的评价流程与试验
方法，明确测试场景暴露率、复杂度、
危险度等评价指标的判定要求，并定
义了测试用例生成的一般性方法及

其必要特征。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标准的发布与实
施体现了自动驾驶测试验证技术在
全球范围内达成的重要共识，有助于
形成从概念设计到建模与仿真、从场
景库建设到实际测试场地搭建的整
套场景应用框架，为自动驾驶系统的
仿真开发和试验评估提供了基础性
标准，有效满足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评
估和测试验证等迫切需求。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下一步将
组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等单位，深度参与汽车领域国际标准
制修订工作，持续提升我国在汽车国
际标准法规协调中的参与度、贡献度。

我国牵头制定的自动驾驶
测试场景评价国际标准发布

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增至33174亿美元
连续19个月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

近年来，贵州不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
新绩，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绘
就出一幅幅生态文明新图景。在大力发展
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的同时，贵州充
分利用光伏板下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带动有
条件的农户发展畜牧养殖，并发挥地形多
样、气候立体的优势，大力发展山地特色农
业，带动农民增收。目前，贵州省森林覆盖
率达63.3%，绿色经济占比达48%。

右图为贵州金元么站农业光伏电站一
隅（7月3日摄）。

上图为当地村民在贵州金元么站农业
光伏电站光伏板间的土地上劳作（7月3日
摄）。 新华社发

贵州：和美发展 逐绿“黔”行
新华社重庆7月7日电 近日，

记者走进重庆市奉节县生态工业园
区看到，数十家眼镜企业正加紧生
产，镜架、镜片、蓝牙眼镜等各类产品
应有尽有。一个眼镜全链条产业集
群正快速崛起，成为当地新的产业名
片。几年前眼镜产业还是一片空白，
到2024年眼镜产业的综合产值已达
30.2亿元，奉节何以“从无到有”成功
打造眼镜产业集群？

“眼镜产业契合奉节的发展需
要。”奉节县生态工业园区党工委副
书记陈雨林说。

奉节县曾是全国产煤百强县之
一。煤炭开采虽然为奉节带来了短
期利益，但也破坏了生态环境。2016
年，奉节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
的煤矿关闭。在转型期内，奉节一度
面临产业空虚、大量劳动力资源闲置
等问题，急需寻找绿色发展新出路。

“当时，一位返乡创业的务工人
员开设的眼镜店引起了县里的注
意。”陈雨林说，眼镜产业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的特
点。发展眼镜产业，既符合绿色发展
需求，又能创造大量工作岗位。以
前，眼镜产业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地
区，因劳动力、土地成本逐渐提高，眼
镜产业逐渐向西部转移。奉节以此
为契机，开始发展眼镜产业。

为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奉节
“筑巢引凤”，不断完善生态工业园区

配套能力，让眼镜企业引得进、落得
下、发展好。近年来，奉节生态工业
园区投用标准厂房84.9万平方米、职
工周转房1026套、安置房536套，建
成眼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眼镜展
示中心。园区内，仓储物流中心、污
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均已投用。

重庆万大眼镜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江说：“奉节为企业准备了完备的
配套设施，切实降低了企业的综合成
本。我们从入驻园区到投产仅花了
半年时间，几乎是‘拎包入住’。”除了
完善硬件设施，奉节还为入驻企业配
备服务专员，及时为企业协调解决招
工用工难、物流运输不畅等问题。

“此外，奉节非常重视产业集群
发展。”陈雨林说，奉节在招商时，持
续推进眼镜产业补链、延链、强链，打
造集设计、制造、展销、文化、检测于
一体的眼镜全产业链。

产业链的逐渐完善产生了集聚
效应。重庆明旭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兵说：“我们企业主要生产
镜片等眼镜配件，园区内眼镜企业加
速集聚，为公司带来了更多订单。”

越来越多的企业看中奉节眼镜
产业的发展前景，发来“入群申请”。
今年以来，奉节新签约10家眼镜企
业，投资额3.98亿元。目前，奉节投
产眼镜企业76家，其中规上企业21
家，可年产眼镜2亿副、镜片3亿副，
带动就业人数超3500人。

“筑巢引凤”聚企成链
——重庆奉节眼镜产业“从无到有”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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