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三年来，清远佛冈水头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7.7%，常住人口增长12.1%

落后小镇 就业创业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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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俊、通讯
员符隆文报道：近日，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深圳市地方标
准批准发布公告（总第 164 号）》，准
予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以下简
称中山七院)牵头起草的《安宁疗护
社会工作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正式发布。《指南》从范围、对
象、原则、模式、内容、方法、流程和
管理等方面规定了安宁疗护社会
工作的服务细则，为提升安宁疗护
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与服务质量
提供了实践依据，也为全国安宁疗
护试点工作的深化与扩展提供了
具有操作性和前瞻性的示范标准。

据介绍，中山七院是牵头单
位，参与起草单位包括深圳市儿童
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
医疗卫生专业服务中心、深圳市龙
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深圳市人
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深
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院和深圳市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指南》的编制
工作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的支持

下开展，编制组在广州、深圳、东
莞、珠海、汕头、中山和韶关等安宁
疗护试点城市进行实地调研，深入
了解广东省内安宁疗护社会工作
的发展情况。此外，编制组还向21
名国内安宁疗护社会工作领域的
专家学者和一线实务工作者进行
专家咨询，多次组织专题研讨会和
内部改稿会。最终，经过多轮精心
修改的《指南》在专家评审会上得
到 7名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可，经深
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审核后，报请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指南》在编写内
容上充分重视深圳市安宁疗护试点
工作相关经验，将生前预嘱、儿童安
宁疗护和社会工作管理等深圳社会
工作发展的本土特色纳入其中。

中山七院表示，该院医学人文
团队未来将以《指南》为蓝本，进一
步修改编写和撰写省级地方标准，
为全省和国内其他地区深化安宁
疗护试点提供可参考、可推广的示
范经验。

今年以来，深圳市龙华区龙华
街道纪工委坚持加大执纪问责和
信访核查力度，主动出击，出硬招
狠招查找问题线索，不断拓宽信访
渠道来源，强化案件办理，严肃刚
性执纪问责，着力查处工作人员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重纠治查
处群众身边“蝇贪蚁腐”，狠狠打击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街道、社区两级纪委尽全力教
育、转化、挽救有苗头、有倾向的党
员干部，督促坚守“底线”、不越“红
线”、不碰“高压线”，时刻做到严守
纪律、廉洁履职、服务为民。

龙华街道纪工委高度重视办
案安全，坚持以落实办案安全责任
为重点，牢牢守住办案安全底线。
建立健全依规依法安全文明办案
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办案安全自
查自检，坚持不懈排除办案安全风
险点，重点对办案场所及“走读式”
谈话集中进行拉网式大检查，确保

“无安全不办案”，切实将安全风险
想在前、防在前。

龙华街道纪工委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强化重点领域监督检查方式，
从严从实抓好“关键少数”：成立专
项督查组，以实际普遍性问题为工
作导向，对骗取套取社保基金问题、
城镇燃气安全问题、棚改居民逾期
未回迁安置问题等群众身边具体实
事工作进行监督；聚焦与群众联系
紧密、权力集中的领域，执法部门和
窗口服务等，对民生工程建设、民生
微实事、查违和二次装修等腐败高
发易发领域开展监督检查；联合社
区纪委紧盯重要节点、重点领域，严
肃监督“四风”、值班值守、三防、消
防安全监管等问题，对发现的问题
及时督促整改，不断传导工作压力，
及时化解风险；加大明察暗访力度
和频次，加强对微腐败的全面监
督。通过在辖区设立一批营商环
境监测站（点），将“优化营商环境”
与经济社会发展共谋划同推进，以

“硬约束”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软实
力”，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净化政
治生态。 (李薇 刘幕端)

深圳发布安宁疗护社会工作
地方标准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纪工委：

坚决维护纪律刚性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震慑

魔芋产学研创新中心 水头镇人民政府供图

在水头镇多功能农贸市场，前来挑选商品的居
民络绎不绝；在水头国际医养中心，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游客享受着艾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阳光
下，游客们在焕然一新的塘口村留下他们的打卡照
片……作为省“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清远市佛
冈县水头镇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过程中，走出
了一条独具特色、成效显著的发展之路。

水头镇是佛冈县全力打造“百千万工程”的典型
样板。近三年来，水头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17.7%，常住人口增长12.1%，成功吸引了超过
3500人返乡及外来人员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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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艺报道:
当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
源与文物研究“相遇”，会碰撞出
什么火花？11月 26日至 29日，
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主办、故
宫博物院和广东省博物馆承办的
首届中子技术文化遗产科学应用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莞召开。

全球近百位来自文化遗产
和中子技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齐聚，分享中子技术在文物保
护、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和
修复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
实践经验，为文物研究与保护工
作汇智聚力。

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副所长、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
工程总指挥王生介绍，中子作为
一种独特的微观粒子，正逐渐在
文物研究领域展现出很高的应用
价值，尤其是中国散裂中子源的
建设和运行，为利用中子进行文
物表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
主任雷勇表示，中子技术在分析
文物材质、揭示古代制作工艺方
面，展现出显著的优势，通过无
损检测技术，可以在不伤害文物
的前提下，深入探寻历史真相，
挖掘文物承载的丰富信息，这不

仅是一项科技与人文的创新实
践，更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广东省博物馆文物保护科
技中心主任张欢分享了他采用
中子成像技术研究文物的最新
成果。2023 年，广东省博物馆
牵头联合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
等单位，一起成功申请到由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支持的关于文物
领域中子技术应用研究项目。
随后，项目团队在位于东莞的中
国散裂中子源，对广东省博物馆
收藏的出土汉代铁剑、清代鎏金
铜器、清光绪校准铜砝码等5件

文物样品进行了探测与研究，取
得了初步研究成果。

“中国散裂中子源拥有多种
谱仪，每种谱仪都有其特定的设
计目标和应用场景。我们目前所
采用的能量分辨成像谱仪，具备
中子成像、中子衍射等功能，在文
物研究中前景广阔。”张欢介绍。

在谈到中子成像技术的特
点时，张欢表示，传统的X射线
成像难以观察到金属等高密度
物质内部的木材、纸张、纺织品
等低密度材料。张欢以他们所
检测的清代鎏金铜器文物为例
说明，采用X射线成像观察到该

器物内部是中空的，而采用中子
成像探测，发现器物内部空腔存
在多类填充物，结合相关资料，
推测其中一根长条状物为木质
材料，一些圆珠状物为宝石，多
处絮状物为纤维类材料。

张欢表示：“中子成像技术，为
我们观察和了解文物，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视野，将在文物制作工艺研
究、文物健康状况评估以及文物保
护修复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与此同时，他对这一技术在
文物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前景持乐
观态度，也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
让更多同行关注到这一前沿技术。

专家学者齐聚东莞研讨中子技术在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用“超级显微镜”揭开文物内部新秘密

开辟“新赛道”
落后小镇变热土

冬日的清晨，水头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冯钰海来
到了镇“百千万工程”实践探
索馆，戴上“小蜜蜂”扩音器，
准备迎接前来参观的客人。

水头镇“百千万工程”实践
探索馆于今年5月完工投入使
用后，冯钰海成为第一批讲解
员，负责为前来参观的嘉宾介绍
水头镇“百千万工程”实现产业
变强、环境变美、农民变富等“六
大转变”。截至目前，他已为
2200人讲述水头镇的发展故事。

2021年，省驻镇帮镇扶村
工作队进驻水头镇；水头镇开
辟了“新赛道”，创新引进魔芋
产业，并建设了全省最大的商
品魔芋种植基地、全国第一个
魔芋推广服务平台。同时，经
省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牵线
搭桥，原京东集团副总裁尹红
元来到水头，注册成立清远振
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魔
芋种植、魔芋产品开发。

“我身边已经有朋友选择
回到水头镇就业。”冯钰海表

示，当前，水头镇农贸市场、商
场超市等已经提档升级，“药
谷”“魔谷”“光谷”等“五谷”新
产业正稳步发展。“水头镇未
来可期。”他说。

合建合营“新格局”
打造高端养生养老基地

“这里清幽安静，食材健
康，适合休闲、养生、度假。”近
日，一位来自大湾区的游客在
离开水头国际医养中心时，留
下了这样的评价。

据了解，水头国际医养中心
占地58亩，总建筑面积4.5万平
方米，主要包括异地新建的水头
镇卫生院、康养中心（药王谷酒
店）以及医养中心。该中心首创

“公私合建+合营”发展模式，致
力于打造集“医、康、养、旅”为一
体的高端养生养老基地。

公私合建，指的是政府投
资新建水头镇卫生院、医养中
心，同时由社会资本投资新建
药王谷酒店。公私合营，指的
是由药王谷酒店组建经营团
队来具体运营医养中心，再通
过市场化手段，向水头镇卫生
院购买诊疗、培训等服务，实

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
截至目前，水头国际医养

中心已接待超过 12 万人次，
并直接带动就业 130 人。其
中，药王谷酒店通过订单方
式，向周边 50 户村民长期、稳
定购买鸡、鸭、鱼、猪肉、蔬菜
瓜果、大米等农产品，助力当
地农民增收。

农房换新颜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漫步于水头镇新联塘口
村的小径上，可见荷花池畔的
农舍在经过精心喷涂后，已褪
去了往昔的简陋面貌，换上了
色彩斑斓的新装。如今的塘
口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舒适
美观的新农房。

今年，水头镇通过美丽乡
村建设、“江源水韵”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岭南浓郁原乡特
质村庄特色系统改造、“百千
万工程”典型村建设等工程抓
手，规划推动农房风貌提升改
造。“农房风貌提升后，我们的
房子又大方又好看，还吸引了
很多游客来打卡拍照。”新联
塘口村村民陈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