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试生产即中间性试验，是指在实验室完成系列工艺研究后，采用与生产基
本相符的条件进行工艺放大研究的过程，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必要环节。
日前，记者从位于东莞松山湖的光大We谷·溥彦科技园获悉，东莞材料基因高等
理工研究院下属的增材制造中心，成功开发了一种新型3D打印高导热模具钢粉
末材料并实现中试生产。该款材料的研发面向航空航天、汽车和工业模具等高端
领域行业需求，依托省基础与应用基础重大项目开展。未来有望在消费电子、医
疗和汽车模具等领域展开应用，可实现降本增效，加速东莞模具制造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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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报道：近
日，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
布《东莞市2022年基层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的招聘公
告》称，将面向困难高校毕业生招募38
名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
岗位期限为2年。本次招募采取网上
报考，网上报名时间为2022年9月20
日上午9:00至9月22日下午5:30。

本次招募对象为毕业2年以内的

广东高校或广东生源全日制困难高
校毕业生（即 2021 届至 2022 届），并
要求具备以下情形之一：属城乡困难
家庭成员的；经残疾等级评定机构评
定为残疾的；登记失业1年以上仍未
就业的；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
招募职位具体分配至市、镇街（园区）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从事基层一线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报名采取网上报考，报考人员可

在报名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报名系
统 网 址 https://hj- blks.com/re-
cruitdetaiks/158）进行网上报名。

据悉，高校毕业生在合同期间，
按 10万元/人/年（包括基本工资、绩
效工资、单位和个人缴纳部分的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三个部分）执
行。用人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时发放工资，统一参加社会保
险、缴纳住房公积金。

东莞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
拟招38名高校毕业生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默、通
讯员滨海湾宣报道：9月 19日上
午，东莞滨海湾新区威远岛土地
整备拆迁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
工程——威远城市花园举行开
工仪式。作为全岛回迁安置的
首开项目，威远城市花园进入全
面开工建设阶段，对于加快推动
威远岛土地整备工作、加快实现
滨海湾新区规划蓝图、提升威远
岛的民生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
义。

记者了解到，威远城市花园
工程项目已被列入 2021 年东莞
市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 12.83
亿元，总建筑面积为28.5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4.54万平方米。项
目以高层住宅为主，依山傍水而
建，环境优美。小区规划有 42、
62、90、120、148、168 平方米共
6 种户型，总套数 1777 套，配备
2044 个车位，预计 2024 年 8 月
下旬交付。

“威远城市花园全面落地建
设，给村民吃下了‘定心丸’，让
大家对威远岛土地整备有更强
的信心。”武山沙社区党委书记
周恩达表示，现在村民都很支持
土地整备工作，接下来，武山沙
社区将继续全力支持配合滨海
湾新区的建设，加快推进大学科
技园等项目的土地整备工作。

滨海湾威远城市花园项目开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洪宝、
通讯员莞投宣报道：近日，《东莞
市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
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提
出到 2025 年，将东莞打造成世
界级新一代通信设备、手机及新
型智能终端、半导体元器件、新
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业集
聚区。

按照规划，2025 年，在产业
规划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完
成规上总产值 1.2 万亿元，其中
智能终端产业规上总产值突破1
万亿元，年均增长6%，规上工业
增加值约 2000 亿元，年均增长
7%；产业布局上，重点打造高端
化智能终端集聚区、第三代半导
体产业集聚区、新能源及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集聚区。建成智能
终端产业基地1个、集成电路产

业基地1个、新能源及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基地 1 个。培育一批
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的行业领军企业、具有创新引领
作用的独角兽企业，打造细分行
业领域“单项冠军”企业；创新能
力上，建设2个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广东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3个，重点龙头骨干企业研发投
入强度超过6%。

《行动计划》提出，东莞要立
足电子信息产业原有的发展优
势，聚焦以补齐短板做强产业
链、以市场为导向提升价值链、
以核心技术发展创新链，选准

“七项”主攻方向，实施“四项”重
点工程，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
作为推动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支柱性产业，加快制造业迈向
产业链高端，努力抢占未来产业
发展制高点。

东莞发布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支柱产
业集群行动计划

着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聚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
道：记者从东莞市大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获悉，大朗康复护理
中心已经开始接诊。该项目作
为全市首个试点，被列为 2022
年市委重点工作之一，着力引导
更多康复患者回归社区，打造更
高质量的连续型健康服务。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大朗康
复护理中心位于大朗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三楼，面积约 1660
平方米，共有24间康复病房、设
32张床位，房内配套完善，独立
卫浴、电视、Wi-Fi、饮水机、休
闲桌椅、衣柜样样齐全。考虑到
服务人群可能行动不便 ，康复
护理中心全走廊及卫浴均装有
无障碍设施。服务的目标人群
包括老人、慢性病患者、疾病或
损伤急性期及恢复后期的患者、
亚健康人群、运动损伤等，可使
用社保报销。

有需要的居民，可在现场挂
号或通过健康东莞 APP 进行预

约。由接诊医生对居民进行初
步诊疗后，与康复治疗师共同
决策诊疗方案，并向居民讲解
方案。如居民接受诊疗方案，
缴费后即可在护士站进行登记
入住，治疗师与护士直接在床
边或者引导到相应治疗区开展
诊疗服务。居民入住期间，当
日治疗结束有空暇时间，还可
以在康复护理中心休闲活动，
直到晚上下班。除了康复治疗
区域，康复护理中心留有超大
空间，用于休闲娱乐服务建设，
打造康复患者交流互动的共享
平台。

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康复护理
中心服务群体的需求，中心通过
多管齐下，不断推进高素质人才
队伍建设，持续拓宽康复护理服
务覆盖范围。结合现代康复技
术和传统中医内外治疗法，目前
主要开展骨科康复、神经康复、
运动训练伤康复等项目。

大朗康复护理中心开始接诊
为全市首个试点，着力引导更多康复患者回归社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秦小辉、
通讯员常宣报道：据东莞市疫情
防控指挥办交通运输专班有关
工作要求，9 月 10 日至 10 月 31
日，全市各交通站场推行“落地
检”，将原来针对中高风险地区
来莞旅客的落地核酸检测，调整
为到站旅客免费核酸检测。目
前，常平镇内各火车站场、城轨、
长途汽车客运站等均已设立与
客流相匹配的核酸采样点，确保
抵达旅客应检尽检。

近日，记者走访东莞东火车
站看到，该站出口处设置了四
条核酸采样通道，方便外省外
市流动人员抵莞后第一时间进
行核酸采样。站场工作人员根

据防疫要求，设立了明显的指
引标志，并引导旅客有序进行
核酸采样，落实“i莞家”申报等
防疫要求。

“出站就能做核酸很方便！
地方政府及医护人员为了大家
的安全付出很多，我们也应该积
极配合防疫工作。”从外地出差
返莞的邱先生对“落地检”举措
表示赞同。

常平交通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确保站场核酸采样工作
有序开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
已增派人手并落实 24小时轮流
值班。同时将根据到站旅客情
况，科学、合理调配人力物力，不
断提升采检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常平实施便民“核酸落地检”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洪宝、通讯

员莞教宣报道：既能学习插秧、种
菜、养小鸡，也能体验扎染、剪纸、做
腊肠……这些形式多样、趣味盎然
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是东莞南城
阳光第四小学（以下简称“阳光四
小”）劳动课程中的一部分。

“移栽玉米苗大有学问，如何
取苗、刨坑以及确定移栽的深度，
都会对幼苗的存活有很大影响
哦！”近日，阳光四小劳动学科科
组长周芳在菜地里架起了小黑
板，带领着同学们开展一节“我是
种植小能手”玉米苗移栽方法指
导课，为大家详细讲述玉米苗移
栽过程中的关键要领。

开学第一课，劳动教育“打头
阵”。据周芳介绍，同学们早在开
学第一周，就开展了“劳动第一
课”——育苗盘育苗方法指导课，

学习如何培育玉米幼苗。从配制
基土、催芽处理，再到小组合作播
种育苗，同学们在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种下了新学期的第一颗种
子。经过同学们一周的悉心照
顾，小小的玉米粒长成了茁壮的
幼苗。为此，师生们再次开展种
植课程，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学习如何将幼苗移栽到菜地里。

多年来，阳光四小对劳动教
育课程开展了“花式探索”，从课
程的广度以及深度入手，积极构
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四
时更迭皆有劳动的课程体系，充
分培养同学们的生活能力以及劳
动素养。今年 7 月，广东省教育
厅公示了第二批广东省中小学劳
动教育特色学校拟入选名单，东
莞市共有 6 所学校上榜，阳光四
小位列其中。

南城阳光第四小学：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劳动教育打头阵劳动教育打头阵

莞产新型3D打印高导热模具钢粉末材料进入“中试”阶段

让模具生产“冷静而高效”
加速推动新材料国产替代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余
晓
玲

光大We谷·溥彦科技园由
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与广东光大集团联合打造，今
年 6 月正式开放。该科技园将
以新材料产业为核心，打造产
学研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实现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
发展”的全覆盖。

其中，在产学研科技成果转
化中心方面，广东光大集团将
整合链接区域新型科研院所，
搭建企业和创新载体对接平
台，精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对
关键产品与核心技术进行创新
赋能，帮助企业做专、做精、做
强，提升产业附加值与综合竞
争优势。

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
究院增材制造中心位于科技园
的中试研发区，正是推进产学
研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
该中心主要面向东莞制造业企
业，尤其是为东莞拥有雄厚基
础的模具行业提供高导热新材

料，为行业发展注入最强科技。
一款高导热新材料如何研

发？记者进入增材制造中心，
首 先 看 到 的 是 金 属 3D 打 印
机、研究级金相显微镜、场发
射扫描电镜、FIB 场发射双束
扫描电镜和洛氏硬度计等多
台专业设备。“这些设备花费
2000 多万元，为新材料开发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增材制造
中 心 主 任 李 相 伟 表 示 ，要 研
发、制备出符合工业生产需要
的高导热粉末材料，需要解决
材料硬度、耐腐蚀、高导热性
能匹配问题，以及满足大批量
生产面临的成本要求。这就
需要从材料成分设计出发，借
助专业的研发设备，优化制备
工艺，改善材料内部的微观组
织，提升材料的力学性能。

从 2019 年开始，10多人的
团队经过3年时间的研发，高导
热粉末材料进入“中试”阶段。

“目前，高导热粉末材料已完成

数百公斤生产，并与广东某龙头
企业合作，采用金属 3D打印技
术，实现高导热随形冷却模具的
制备和验证。”李相伟表示。

模具素有“工业之母”的美
誉，在工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
用。模具温度不仅影响产品缺
陷，而且零件冷却耗时长，占到整
个注塑成型周期的60%-70%。

增材制造中心的高导热材
料的研发，将促进东莞模具行
业转型升级。“高导热 3D 打印
随形冷却模具，可改善模具温
度平衡，降低注塑周期，提高
生产效率，显著提升产品品质
和模具的使用寿命。”李相伟
表示。

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掌握了
未来。进入中试阶段后，随着
新材料的量大幅增加，增材制
造中心的技术成果落地将加速
推进，助力松山湖科学城构建
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科创生
态体系。

2019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博士李相伟来到东莞，作为
金属增材制造团队的负责人，
在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
院继续从事新型金属材料的研
究，并寻求技术落地的应用场
景。

在李相伟看来，新材料进
入中试阶段，在东莞找到匹配
的应用场景是研发工作的重要
一部分，是近期目标。增材制
造中心的愿景仍然在更远处
——在航空航天和汽车等高端
领域，加速新材料研发和技术
落地。

从2010年开始，李相伟从
事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材料研
发至今，已有超过 10 年之久，
对于行业发展知之甚深。

在 金 属 3D 打 印 领 域 ，
2013 年左右还以国外进口设
备和材料为主，近年来，随着
国产设备和粉末材料技术的成
熟，逐渐在手板加工、模具制
造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实现国产
化替代。未来随着产业链成本
的进一步降低，金属3D打印将
逐步从原型制造向批量生产转
变。但批量化生产过程中还会
涉及新型材料的开发、残余应
力引起的零件变形控制和高效
低成本打印工艺等问题，都会
推迟批量化生产时代的到来，
也是增材制造行业面临的挑
战。这也成为李相伟所在的增
材制造中心未来要打破的行业
现状。

“当前，针对航空航天、汽
车和工业模具等高端领域的需
求，采用高通量计算，结合机

器学习方法，全力推进高导热
模具钢、高温合金、高强铝合
金和高韧钛合金等新型金属增
材制造专用材料的研发。”李
相伟表示，未来要持续加大研
发，承担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
命和担当，推进高端金属粉末
的研发，加速3D打印批量化生
产时代的到来。

据了解，目前团队承担科
研项目 7 项，包括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广东省重大基础项目
和粤莞基金等项目。尤其是
2020 年研究院增材制造中心
牵头，联合国内金属增材制造
领域重点院校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王华明院士团队、国家增
材制造创新中心东莞分中心
东莞理工学院卢秉恒院士团
队以及国际一流院校香港大
学颜庆云院士团队，针对长期
制约金属构件增材制造发展
应用的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分
别开展熔池冶金动力学行为
及内部缺陷形成机理研究、增
材制造内应力形成及调控、新
型高性能增材制造材料开发
等5个方面研究。

除增材制造中心外，溥彦
科技园配套完整的材料研发、
制备、表征和检测仪器设施，
还设置应力工程中心、微观组
织表征中心、结构完整性中心
等专业研发中心。未来，溥彦
科技园将打造独特的新材料产
业生态体系，构建新型材料科
技的协同创新中心和高端知识
密集型的产业平台，助力东莞
乃至大湾区新材料产业蓬勃发
展。

进入中试阶段，已完成数百公斤生产A.

承担国家、省部级项目，
加速成果转化和技术落地

B.

增材制造中心投入多台专业设备开发新材料增材制造中心投入多台专业设备开发新材料 黄雅莉黄雅莉 摄摄

阳光四小开展玉米苗移栽方法指导课阳光四小开展玉米苗移栽方法指导课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研究人员进行新材料研究研究人员进行新材料研究 黄雅莉黄雅莉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