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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帆）近日，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公示2024年第一批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共有410个产
品符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收集登录规范》。斗门区
农业农村局申报的“斗门鳗鱼”
进入公示名单，是珠海今年唯
一进入该名单的产品。

“斗门鳗鱼”主产地位于斗
门区乾务镇湾口村。2021年，
湾口村（鳗鱼）入选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

“作为我省生态示范村，湾
口村位于咸淡水交界处。这里
水质环境、气温条件优越，天然
饵料充足，非常适合鳗鱼养
殖。”湾口村党总支副书记何建
勇表示，湾口村养殖的鳗鱼，全
身呈现像天空一样的浅蓝色，
是顶级鳗鱼品种“天蓝鳗鱼”。

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标准与监测技术研究所对

“斗门鳗鱼”出具的营养品质
评价鉴定报告称：该产品在斗
门区地域范围内独特的生产
环境下，具有鱼体光滑无鳞、
肉质细嫩肥美等感官品质特
征；具有脂肪、钙和锌元素含
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
蛋白质和鲜味氨基酸含量丰
富等营养品质特征，具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独特营养
品质特征。

为做大做强鳗鱼产业，乾
务镇发挥土壤、水分、气温优
势，在养殖选址、建设等方面为
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一方

面，支持、引导企业扩大优质鳗
鱼养殖面积，培育珠海市鳗龙
水产贸易有限公司、珠海市鑫
同鑫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斗
门乾务镇顺顺鳗鱼养殖场等一
批农业经营主体，鳗鱼养殖面

积由700多亩扩展到8000亩，
年产值近10亿元，成为珠海鳗
鱼养殖的主产区；一方面着力
打造特色现代农业品牌，对鳗
鱼养殖过程中的种苗选择、水
质监测等全过程加强监管，支

持合作社建立鳗鱼质量安全溯
源体系以保障鳗鱼产品质量，
注册“乾务鳗鱼”商标，持续打
造“乾务鳗鱼”金字招牌，推动
深加工厂在乾务落地，打造养
殖、吊水、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推动产品出口日本和韩国，出
口值达到2.8亿元，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让乾务鳗鱼真正

“游”出一条农村特色产业致富
路，发展成为斗门区乃至珠海
养殖业的一张名片。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

“斗门鳗鱼”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斗门鳗鱼”养殖场景。 本报记者 梁冠贤 摄

本报讯（记者刘雅玲）6月
25日，市卫生健康局召开媒体
通气会，通报遵义医科大学第
五附属（珠海）医院评定三甲详
细情况，并介绍我市西部地区
医疗服务质量提升总体情况。

据介绍，2023-2025 年，
我市西部地区医疗卫生项目总
投资超过18亿元，多层次、全
链条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力争
让西部地区居民在本区域内可
获得全方位的优质医疗服务。

强化西部地区医疗安全保障

遵医五院在创建三级甲

等医院过程中，推动医院管理
更加规范有序、诊疗流程更
加优化合理、医疗服务质量
显著提升、医疗安全保障更
为有力。目前，该院年均住院
量占珠海西区公立医院的
54.7%，重症救治量占斗门区
的90%。

另据了解，为提升西部地
区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我市打
造遵医五院和金湾中心医院两
家省级三级创伤中心，区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和镇卫生院全部
实现建设胸痛、卒中和创伤救
治中心和救治单元全覆盖，为

区域内群众提供更高水平的医
疗急救服务。

提升西部地区就医环境和条件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罗
福智表示，我市聚焦“百千万
工程”，提升西部医疗服务能
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需求。在改善基层就医
环境方面，我市新建、改扩建
斗门区白藤街道、乾务镇五山
片区、白蕉镇六乡片区、乾务
镇卫生院，金湾区西城社区与
矿山社区、双湖社区等一批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提高社区卫

生服务可及性；在完善西部公
卫基础建设方面，金湾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斗门区妇幼保
健院新院、井岸镇卫生院等已
经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区级
医疗卫生综合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为居民提供系统、连续、便
捷的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我市通过一系列举措将
西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和“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统筹
推进，为居民提供系统、连续、

便捷的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西部地区镇街级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90%达到国家基本标
准，其中4家达到国家推荐标
准，96%的农村卫生服务中心
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同时，以
医共体撬动区域医疗服务高
质量发展。斗门、金湾以遵医
五院、斗门侨立中医院、广东
省人民医院金湾医院、市第五
人民医院为牵头医院，通过
人、财、物统一调配和专家下
沉转诊方式带动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区域居
民看病就医需求。

多层次、全链条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我市提升西部地区医疗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