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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东省首座硼中子俘获治疗(BNCT)项目中心大
楼落成使用；2024年，引进东莞市首台达芬奇Ⅺ手术机器人；
近三年累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共39项，高水平国家
级科研项目领跑全省地市级医疗机构……南方医科大学第十
附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作为广东省高水平医院重点建设
医院，将“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作为持续推动健康东莞建
设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提升“新质技术力”“新质人才力”“新
质服务力”推动医院发展提质增效，为民众带来健康和福祉。

文/姚梓婷 图/东莞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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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Ⅺ手术机器人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
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下，手术机
器人开始广泛应用于医疗各细
分领域。其中，达芬奇Ⅺ机器
人凭借“裸眼 3D+540°旋转
臂”，成为外科医生的“神队
友”。

9月7日上午，76岁的李伯
在东莞市人民医院接受了“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前列腺癌手
术，术中出血量极小，几乎没感
到疼痛，手术不到2小时就顺利
完成。该院泌尿外科学科副主
任兼红楼院区泌尿外科主任罗
杰鑫介绍，由于泌尿系统解剖学
上的特殊性，一些复杂的手术往
往难以掌握，但“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可提供宽阔的视野和准确、
灵活的控制能力，使得手术变
得更加可控和安全。

据悉，东莞市人民医院早
在 2023 年就开始筹备人才培
训，以适应机器人辅助手术这
一国家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术
的发展。目前，泌尿外科的专
家已经获得了相关资质，胸外
科、肝胆胰外科、妇科等科室也
在积极组织相关进修培训。达

芬奇手术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
常规腔镜所能完成的所有外科
微创治疗，还可实施复杂的高
难度的外科重建手术。

一直以来，东莞市人民医
院坚持让创新在医院发展中站

“C 位”，今年计划“加码”引进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TO-
MO）。如今，随着硼中子俘获
（BNCT）治疗研究平台、SO-
MATOMForce 达尔文CT、全
数字化血管减影（DSA）系统等
先进设备的启用，实现了重大
疾病防治领域技术的一个又一
个突破。

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在国
内领先，成功完成多例高龄、高
危、高难度的TAVR手术；在国
内率先开展干细胞生物治疗糖
尿病足，临床效果改善明显；开
展肺结节一体化精准诊疗技
术、肝脏肿瘤的微波消融介入
手术等填补了地区空白……一
个个“不可能”在这里得到了实
现，东莞市人民医院将继续聚
焦高端医疗技术，打造区域急
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诊疗中
心，让群众看病更有“医”靠。

建设高水平医院离不开
顶尖医疗技术，而高水平医疗
技术则在于人才。“发展新质
生产力，归根到底要靠高素质
人才。”东莞市人民医院院长
袁耀钦表示，医院把医疗人才
作为第一资源，在人才培养方
面通过“两条腿走路”，即对外
引进和自主培养。

借高水平医院建设的东
风，医院每年投入不少于3000
万元资金专用于高水平人才
引进工作，共引进高级职称人
才41人，博士人才71人、硕士
人才 225 人，高职称高学历人
才占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占比
从28%提升至31%，以政策创
新形成引才新优势，人才队伍

结构进一步优化。
如今，高层次人才的集聚

效应初步显现，越来越多有影
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
人和创新团队加入。其中，烧
伤与整形外科学科带头人周军
利，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烧伤科
分会副会长，是医院引进的首
位担任国家级学术团体负责人
专家。介入与血管外科学科主
任陈泉博士于 2022 年引进医
院，在东莞开展了腹动脉夹层
一体化支架植入手术等新技
术，成功突破传统技术瓶颈。

引才是基础，育才则是关
键。医院鼓励在职员工提高
学历，原有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逐步提升，其中有 31 人入选

东莞市特色人才，44人入选东
莞市高层次卫生健康人才引
进培养项目；新增博士生导师
19人、博士后合作导师17人，
谢海辉、沈利汉、陈仰昆、石铸
四位博士生导师为医院本土
人才自主培养。

同时，通过对有科研潜力
的中青年博士后的培养，近三
年来，东莞市人民医院博士后
科研业绩屡创佳绩，共有 25
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22 人获得博士后面上资
助，3 人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特别资助（站中），1人获
得 2022 年博士后国际交流计
划引进项目资助，有 14 人获
得粤莞联合基金项目资助。

让患者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
落脚点，群众对医院的满意程度
是衡量和评判医疗工作成效的金
标准。

近年来，东莞市人民医院持
续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打造

“上车即入院”危急重症救治新模
式，确保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
心、救护车辆以及医院之间信息的
互联互通，提升了胸痛、卒中患者
抢救的成功率，实现了院前急救与
院内救治“零时差”无缝对接。

如何为患者提供延伸医护服
务？东莞市人民医院于2020年打
造“互联网医院”，不断打通医疗体
系中的各个环节和链条，利用信息
化手段创新护理服务模式，为出院
患者提供在线护理咨询、护理随
访、居家护理指导等延续性护理服
务，实现护理服务从医院到家庭的
有效衔接，切实推进优质护理服务
进万家，促进患者健康，充分发挥

“红楼护理”品牌价值。
与此同时，东莞市人民医院

持续打造智慧医院，瞄准“挂号

慢、看病烦”等堵点、痛点、难点，
进行医疗服务全流程移动智慧化
改造，在诊前、诊中、诊后向患者
提供全方位移动医疗服务，在多
个就医环节实现便民温暖服务。

手机预约挂号、诊间收费、床
旁结算，门诊住院两个“一站式”
服务中心让越来越多的患者真切
感受到“智慧服务”带来的便利。

“过去住院我们办手续，需要从门
诊跑到外科楼住院部，交好押金
再去病房，有时候来来回回得好
几趟，既耗时间又耗精力。现在
好了，直接在护士站就全部办好
了！”体验过的患者及家属无不称
赞。设在病区护士站的“住院一
站式服务中心”，省却了患者办理
出入院的各类琐碎流程。

从可以给医生当“助手”的手
术机器人，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
姓少跑腿”的信息化效率，再到打
造区域引领的高端科学研究平台
……一幅幅智慧医疗场景正扑面
而来，东莞市人民医院正用科技

“新”力量，助力“智”造无限可能。

向“新”而行 提升新质技术力

为“新”而谋 培育新质人才力

追“新”而变 提升新质服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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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高质量发展奋进之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作为全省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历史最悠久的院校之
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走出了一条“传承工业基因，聚焦数智未
来”的强校兴校之路，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奋力描绘出教育强国建设的“松山
画卷”。

“砥砺前行、团结奋进，一鼓作气、乘势而上”，
这正是过去五年多来，学校改革发展进程的鲜明特
征和真实写照。回顾过去的五年，学校可谓是一步
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全校上下齐心协力、开拓
进取，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近年来，学校以“三个始终
坚持”为抓手，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涌现出一批先进基层党组
织和先进榜样，在体制机制改
革、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服务等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学校办学水平和
办学质量明显提升。

同时，纵深推进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梳理规范制度300余
项，学校先后入选教育部“第二

批职业教育院校数字校园建
设”试点院校、2023年东部地区
产教融合卓越高等职业学校50
强、广东省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
建设计划单位、广东省高等职业
教育数字化标杆学校建设单位、
工信部第一批产教融合专业合
作建设试点单位，2023 年创新
强校工程考核跃居全省第八，学
校正朝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
职院校奋斗目标稳步前进。

聚焦党建引领
凝聚改革合力推动松山发展A

聚焦国家战略
围绕立德树人写好松山答卷B

近年来，学校聚焦服务“制
造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围
绕广东省“双十战略”产业集群
和韶关市“3+3”产业集群，依托
4大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统
筹布局交叉融合型专业集群，
通过不断完善“岗课证赛创”相
融通的课程体系，学生在省级
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奖 630
余项，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年均
99%以上。学校作为广东省国
防教育特色学校，厚植爱国主
义教育和家国情怀，积极引导

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为部队
输送优秀大学生兵员 1500 多
人。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
推进职教出海。深入开展与

“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
展国际联盟合作，发起成立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委员
会，参与“机器学习与大数据”
国际团体标准编制，实施“中
文+职业技能”项目，与孟加拉
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高校
合作持续增强。

广东松山
职业技术学院

培育“新质生产力”
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园

文/图 欧阳志强 黄秋萍

近年来，学校党委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
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强校兴校战略的基础性
工作，大力推进师资队伍建设“8891”计划和“广
东省博士工作站”建设，实施“北江学者”岗位计
划，外引内培博士教师70多人，全校高级职称教
师达200余人，教师在省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中获奖156人次，培养国家、省、市各类专家库
成员100余名，强师工程建设卓见成效。

学校坚持探索“以教兴产、以产促教、产教共
赢”产教融合新模式，携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与华为共建产教融合实践中心；联合中南钢铁有
限公司及广东工业大学共同发起成立“新材料先
进制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充分发挥韶关职教
集团理事长单位领头羊作用，校企共建五大产业
学院，构建多元共治、互促互进“命运共同体”；其
中，广东农村电商产业学院累计带动翁源县农村
电商主体增加400多家，兰花年销售总额由原来不
足百万元到年超30亿元；粤北大数据产业学院服
务“东数西算”国家战略，聚焦湾区算力中心建设，
助力韶关打造完整大数据产业链；信息碳中和产
业学院主导和参与制定23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先
后荣获全国冶金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广东省冶金
成果奖一等奖5项，学校服务地方能力显著提升。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广东松山职
业技术学院积极融入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
时代浪潮，正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高职院
校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聚焦人才强校
坚持产教融合彰显松山担当C

匠心筑梦，技能报国

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TID 项目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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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人潮涌动的孟洲坝夜市，点一份地道的特色小吃，
听一场悦耳的露天音乐会，看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这样
的夜间休闲场景，成为当下不少韶关武江人的生活日常。

今年正值武江区建区四十周年，武江通过四十年的砥砺
奋进，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且看现在的武江，高楼林立、产业
发达、交通便利、城乡环境优美，让这座粤北小城极具魅力。

面向未来，立足建区四十周年的新起点，武江区将对标
最高、最好、最优、最强，加快推进“高品质中心城区”和“高标
准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984 年 9 月，武江正式设立为韶
关的市辖区，按下了加快改革发展的

“启动键”。从建设西河到建设芙蓉新
城，从建设科技园到建设城乡融合产业
园，一次次跨越式发展，武江区近20年
来的经济总量始终保持全市第一。

建区之初，武江地区生产总值仅
有 2225 万元，后来在全市率先突破
150 亿元，陆续冲上 200 亿元、300 亿
元大关，2023年达到320亿元，占全市
比重达19.7%，是名副其实的“韶关担
当”。

武江不仅是韶关市的中心城区、
经济强区，也是韶关最有魅力、最具活

力的区域之一。
说起韶关夜经济、年轻人的聚集

地，一定绕不开孟洲坝夜市。2023
年，孟洲坝夜市当选“广东最受欢迎夜
游目的地”“广东最浪漫地标”。

谁能想到，孟洲坝夜市最初是由
群众自发而起的夜间集市，只有几十
个小吃摊位。武江区委、区政府多年
来尊重市场规律和群众选择，以“规范
化+人性化”的管理举措“放水养鱼”，
今年7月，孟洲坝夜市迎来了全新3.0
版本，引入酒吧、拍摄基地、沙滩营地、
竞技露营等多种新业态，从最初的“地
摊经济”发展成为集“食、游、娱、体、

展、演”于一体的夜市消费场景。据统
计，过去两年，孟洲坝夜市累计接待市
民、游 客 超 400 万 人 次 ，并 举 办 了
2024 年广东省夜经济暨暑期消费促
进活动等重磅活动。

可以说，孟洲坝夜市的跨越式发
展很“武江”，正如武江区四十年如一
日地一心一意谋发展，通过励精图治、
创新实干，让它从贫穷落后的小城发
展成为了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城
区面积由建区初的 12 平方公里扩展
到37.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10.2万
增长到38.44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到85.76%。

四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谋发展A

立足新起点，争创一流再铸辉煌B
建区四十周年，是武江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时代再铸辉煌
的新起点。立足新起点，武江责无旁
贷，要在多个领域奋力开创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

以文旅产业为例，武江持续打造
“食在武江、游在武江、购在武江”的
旅游品牌，今年有多个文旅项目“火
爆出圈”。

其中，南岭诗意文化康养园被誉
为韶关“小洱海”，是武江区首个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约7500亩，
山水相依，绿意盎然。景区沿途还有
粉色沙滩、石林秘境、花好月圆、蓝色
眼泪等多个有趣的打卡点。

康养园倚靠原生态湿地森林，开

发出森林康养基地、梦幻水上森林、亲
子农场、农夫集市、田园小火车、儿童
乐园、主题民宿等十数种娱乐及配套
项目，举办了丰收节、环沙山徒步等一
系列活动，打造集文化、研学、康养、度
假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生态景区，并依托
张九龄的诗歌文化，结合中草药文化、
青梅文化、岭南诗派文化及所在地乡村
文化，为乡村振兴赋能。

西河镇山蕉村依照 3A级景区标
准打造了韶关首座以知青文化为内
涵的山蕉知青文化园，该园“实景还
原”了知青宿舍、教室、食堂等，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带着父母“沉浸式”回
忆当年的岁月。不仅如此，知青园今
年还增添了知青工坊、知青集市、cs

民兵营、知青民宿、知青农场等体验
项目，升级成为了集展览、教育、研
究、联谊、休闲、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景点。

值得一提的是，山蕉村利用园区
周围的闲置房屋谋划打造民宿、农家
乐，将闲置宅基地打造为手工课堂、农
产品集散中心等，不仅让村落面貌焕
然一新，也带领了村民致富创收。

城市“烟火气”更盛、农村“幸福味”
更浓！武江正成长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魅
力城区，让家门前的“诗和远方”唾手可
得。面对未来，武江充满信心，要在发
展质量、城市品质、乡村振兴等多个领
域创一流、当排头，向武江区38万人民
群众交上一份立足新起点的新答卷。

韶关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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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建区四十周年新起点

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芙蓉山下的武江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