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10月1日创刊

深读珠中江

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黄铁安 / 美编 陈日升 / 校对 杜文杰

0750-3524738 0760-88329986江门 中山 珠海 16607603350

甲辰年三月初三

2024年4月 11 星期四 A9

报料热线：（020）114转羊城晚报报料、（020）87776887

今年1月，斗门区五届人大
四次会议将“实施‘村居健康副
主任’模式、开展基层卫生健康
便民服务”列入“十件民生实
事”。在广东省中医院斗门医院
的基础上，斗门区卫生健康局将
总结经验，形成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工作模式。

“我们计划制定《珠海市斗门
区村居健康副主任工作实施方
案》并召开动员聘任大会，拟在全
区选取50个村居，聘任斗门籍医

务人员到所在村、社区担任‘村居
健康副主任’，同时，将遵医五院、
区妇幼保健院和各镇街卫生院
（中心）的医务人员都纳入副主任
人员行列。”斗门区卫生健康局副
局长杨小群表示。

如何建立便捷有效的健康服
务机制，让健康服务能够真正走
进村落、扎根基层，村居健康副主
任便是斗门区的“切口”之一。杨
小群介绍：“今年，我们将集合全
区医疗机构中优秀的原户籍医务

人员返回原村居担任健康副主
任，组建‘回家健康守护团队’，直
接服务和守护家乡群众的身体健
康，收集群众的健康需求，完善健
康服务内容，建立并完善村居群
众的健康档案，在预防疾病、看病
就医等方面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
健康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斗门区基层
医疗救治水平不断提升，2023年8
月，斗门区从100多个候选者中脱
颖而出，入选广东省基层卫生健康

综合试验区。2023年，全区6镇
（街）卫生院（服务中心）已实现
100%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尤其斗
门镇中心卫生院于2024年2月初
经国家复核，获国家卫健委推荐成
为2023年度“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表现突出的优质服务机构，成为
斗门区首家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
荐标准的医疗卫生机构。2023
年，全区镇街医疗卫生机构（公立）
诊疗量近13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12%。

C 形成可以复制的模式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达报道：经省、
市权威专家评委严格审查、讨论和评
定，日前，2023年度珠海新闻奖评选结
果揭晓。羊城晚报有6件作品获奖，其
中《珠海文脉》国际传播系列、《为什么
人才都爱往珠海高新区跑？原因竟是
……(条漫作品)》获得一等奖。

过去一年，珠海市属媒体及驻珠
媒体围绕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当家、绿
美珠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等主题进行了多角
度、多体裁、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广大

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
群众，广泛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反映群
众呼声，持续壮大主流舆论，为珠海高
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唱响了主旋律、
传播了正能量。

羊城晚报在此次新闻奖评选中收
获颇丰，共有 6 件作品获奖。分别是
一等奖：《珠海文脉》国际传播系列、
《为什么人才都爱往珠海高新区跑？
原因竟是……(条漫作品)》；二等奖：
《从提供一碗饭到打造一个家 珠海长

者饭堂不断延伸服务，升级为多元化
养老服务平台》《为奋斗者系列访谈》；
三等奖：《三问珠海储能产业：产业链
条已初现，如何走好这步棋？》《“诗意
珠海”专栏》。

此外，南方日报《七大维度 读懂
珠海》系列报道、南方都市报《珠海网
红夜市里的“幸福生活”：“我们不再是

‘走鬼’了”》、珠海传媒集团《智能监
测系统为港珠澳大桥保驾护航“国之
重器”再次经受强台风考验》等作品获
一等奖。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德钢、实
习生蔡华海报道：“远方的高山他
在呼唤/想你的微笑他在云端/走
过爸妈耕耘的土地/唱我们不渺
小/要相信奇迹……”日前，香港知
名音乐人古倩敏在中山市五桂山
街道桂南村唱起了她的新歌《我们
不渺小》，这是她专门为中山“百千
万工程”创作的主题歌曲。

古倩敏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创作
人，曾为张学友、黎明、郑中基等香
港知名歌星填词、作曲，有《微尘》
《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别看
我只是一只羊》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古倩敏的籍贯是中山五桂山
桂南马溪村，但从小在香港长大的
她，只有假期时才会与家人回到桂
南村，家乡的每一处景象都是她美
好回忆的一部分。古倩敏表示，中

山的乡村之美不仅仅在于景色，还
有那独一无二的乡土气息。

回忆起童年在桂南村的日子，
那些由视觉、味觉、嗅觉组成的记
忆在古倩敏的脑海中依然清晰。
今天，草木青葱、店铺林立的香樟
公园，曾是古倩敏童年时期经常游
玩的场所。古倩敏告诉记者，中山
的乡村景致极为迷人，其美不仅仅
源于自然风光，还有那不可复制的
乡土气息。“村里的巷道两旁，古旧
的青砖和房屋都得到了保留，而每
座房子前后都种植了鲜花和绿植，
这些旧貌与新绿的结合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我童年记忆中的桂南，是
一个非常朴实的乡村。我记得
那时候的厨房还是用柴火做饭，
每顿饭都有茶香味。赖板汤和

手工奶粉是我小时候熟悉的味
道。”童年时家乡的味道让古倩
敏记忆尤深，久久难以忘怀。

日前，古倩敏受中山市“百千
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邀请回到家
乡，先后到崖口村、左步村、雍陌
村、桂南村、南桥村等村落采风。
目睹了中山乡村的美丽变化，古倩
敏深受感动。她用不到两周的时
间，便迅速创作出了中山“百千万
工程”主题曲《我们不渺小》。

“创作这首歌只用了一个多
星期，比写流行歌曲快很多，因为
字字句句都是有感而发。”古倩敏
透露，《我们不渺小》预计本月内
可完成录制。她希望通过这首
歌，邀请更多人来到中山，体验乡
村的变化，品尝地道的乡村特产，
共同感受“百千万工程”的成就。

“华天印其实是我们的第二
次创业。”周飞坦言，“2008年，我
们就正式进入了办公打印行业，
但公司刚刚成立仅两年时，我们
就意识到产品没有核心技术，我
们需要真正打入高端3D打印、工
业打印核心材料圈，这条路虽然
寂寞，但背后是一片千亿级的蓝
海，这种前景的震撼力，实在令人
难以抗拒。”

对于技术研发，周飞用“敬
畏”为华天印定下了基调。2018
年，周飞重新组建公司，开始大力
进行研发，仅用3年时间，华天印
光敏数字油墨产品的国内市场份
额就高居全国前三。

“无论公司做得多大，一定要
对科学技术有敬畏之心。”在周飞
看来，华天印当前在“1 厘米”的
技术宽度下，进行长达“一公里”
的深度挖掘，“在这个挖掘过程
中，我们发现不少行业的底端其
实是联通的，不同的领域都可以
进行融会贯通。相较于国外，国
内企业快速迭代、快速反应，这是
我们产业的机会。”

当前，华天印拥有技术人员
超20%，每年的研发投入超15%，
拥有 6 项发明专利以及 30 项实

用新型专利，这也为华天印带来
了实打实的好处——近三年来，
华天印总营收平均增长超 40%，
今年总产值有望翻番。

华天印的飞速增长，除了自
身的努力外，更离不开香洲区的
大力帮扶。

“香洲区对我们提供了全面的
支持。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厂
房面积不足，我们积极寻求扩产途
径。得知这一情况后，香洲区积极
协助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并进一
步支持我们成立了‘激光与增材制
造验证中心’。该验证中心的成
立，不仅为本土企业提供了更为经
济和专业的3D打印服务与方案验
证，同时也为我们材料性能的验证
提供了有力保障。展望未来，我们
期望该验证中心能够进一步扩展
至100台 3D打印设备，打印材料
涉及树脂、尼龙、陶瓷的多种材料，
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用户前来验证，
推动区域产业的持续发展。”周飞
感触颇深，“此外，我们还进入了香
洲区金融平台的白名单，贷款等问
题都得到了快速解决。最重要的
是，区里还为企业发展提供路径指
导，让我们可以更健康地成长。”

（郑达）

古倩敏在中山桂南村采风古倩敏在中山桂南村采风 缪晓剑缪晓剑 摄摄

2023年度珠海新闻奖揭晓
羊城晚报6件作品获奖

中山“百千万工程”之歌即将唱响香港知名艺人为
家乡倾情创作

行业先行，剑指国际高端市场

光敏新材料行业先行者
华天印抢占数字化行业高地

从精密连接器、发动机喷嘴到齿科医疗，再
到精度极高的建筑模型、文创手办，在珠海华天
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印”）总经理
周飞的办公室里，这些由3D打印的模型整齐排
列，成为一道风景线。

“光敏新材料”是华天印最具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这家位于珠海香洲区的企业，在业内率
先专注于智能制造所需的数字化光敏新材料的
研发，更涉足汽车、航空航天、医疗、珠宝等多个
领域，为用户提供材料解决方案以及更丰富的
智能制造场景。

对于3D打印而言，其技术本
身并不复杂，但可用的耗材研发难
度大，成型材料决定了技术发展。
华天印将目光瞄向了光敏材料。

“光敏材料优势十分明显，它
具有快速成型、精度高、成本低等
优势，但核心挑战就在于如何将
小分子的光固化材料在经过紫外
光照射后，能够聚合成为和高分
子聚合物同样性能的材料，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周
飞坦言，“这门学科在国内是一个
新兴产业，我们企业现在就站在
这个产业和 3D打印数字化制造
的交叉点上，前方是一片空白，需
要我们一点点来摸索。”

而3D打印高弹性光敏树脂材
料就是华天印的得意之作。周飞
介绍，该材料除了上述优点外，在
拉伸性、热稳定性、冲击性、耐冲击
性、回弹性、抗老化等多个指标上
足以媲美传统材料，“我们已具备
实现小批量制造和个性化制造的
能力，针对过去必须依赖开模制造
或即使开模也无法达成的异形结
构，我们均可有效应对。此外，我
们还可在制造过程中实现减重功
能，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周飞引用了传统医疗领域的

案例，传统工艺需要耗费大量时
间和资金进行开模制造，成本可
能高达数万元，周期也会持续 4
至 5 周。然而，这种工艺方法无
法制造出某些复杂的三维镂空结
构。通过华天印的新型材料和
3D打印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为
客户量身定制所需产品，并且成
本控制在一万元以下。这种创新
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更加高效和经
济的解决方案。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开
发的齿科类材料再加上 3D技术
的普及，让原本以手工业为主的
齿科行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在
成本降低的同时，效率大幅提升。

“我们跟国外的一些行业巨
头处于数字化时代的同一起跑
线上，虽然国外的材料制造商有
先发优势，但他们的数字化产业
基础不强，相信通过我们的努
力，今后国内外企业在高端市场
的差距将越来越小。”周飞表示，

“我们的愿景是以新材料赋能各
领域智能制造设备商，实现智能
制造全场景。相比于其他材料企
业，我们可以实现差异化产品，
深入到应用场景去捕捉需求痛
点，来拥抱机遇和挑战。”

重视科研，拥抱数字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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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养育”出的医生
返乡“反哺”父老乡亲

赵锦波是广东省中医院斗门医院急诊科主任。2023年，他主
动报名，成为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灯笼村的村居健康副主任。只
要赵锦波出现在灯笼村，村民们就会自动找上门看诊，因为赵锦波
是灯笼村“养”出来的医生，是村里人的骄傲。“之前村民就常来我
家找我看病，现在更‘名正言顺’了。”赵锦波说。

“村居健康副主任”，是珠海斗门区卫生健康局探索基层健
康服务的省内首创。自2023年8月由广东省中医院斗门医院创
新性建立“村居健康副主任”合作机制以来，已陆续与23个村居
进行签约，开展义诊活动17场，覆盖群众超2万人次。斗门区通
过深入基层、下沉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回应乡村地区群众看病就
医需求，打通了服务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赵锦波上任村居健康副主任
的当天，场面就让他惊呆了——
许多年迈的老人拿着社保卡早
早在义诊现场排起了队，在他用
家乡话自我介绍后，更是掌声雷
动。为什么赵锦波那么受村民
欢迎？

原因在于“懂”。灯笼村是
斗门的水上村落，居住着不少疍
家人，疍家话是一种复杂的语言
体系。不过赵锦波身为灯笼村
的“儿子”，一口流利的疍家话迅
速拉近了他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我用疍家话跟村民开展医疗讲
座或者看诊，他们更容易接受。”

除了语言上的“懂”，赵锦波
还懂村民的心。“村民都很简单，
他们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他
们要的是浅显和生动。”赵锦波
说，在担任灯笼村村居健康副主
任后，他组织开展了一次急诊讲
座，吸引了众多村民参与。“那次
讲座的主题是中风。我并没有
跟他们讲中风形成的原理，我只
需要告诉他们，中风后是什么样
子的，但凡出现哪种症状就要马
上去医院就医，他们就懂了。”

在斗门区莲洲镇西南部的新
洲村，冯梅瑰受到了同样的待遇。
来自广东省中医院斗门医院皮肤
科的冯梅瑰是新洲村本地人，她曾
居住在新洲村长达32年，直至两

年前才搬离这里。“村居健康副主
任”方案出台后，冯梅瑰第一时间
想到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乡民的
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自 2023 年 12月底签约成为
村居健康副主任后，冯梅瑰陆续
开展了义诊和医疗讲座，吸引了
将近100位村民自发参加。冯梅
瑰说：“最近是村里红火蚁的繁
殖高峰期，我特别针对这种皮肤
病开展了一次讲座，村民们都觉
得特别实用。”

作为新洲村的“女儿”，冯梅瑰
对村里的情况也是相当熟悉的。

“其实相当一部分的村民对健康并
不是特别重视，也不愿意去医院看
病。”冯梅瑰表示，“在我们做义诊
的时候，我发现村里很多人都有高
血压、高血糖的症状，但他们自己
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这些症状的
严重性，这是很危险的。”

如今，在冯梅瑰的努力下，
很多村民也渐渐意识到健康的
重要性。“我虽是皮肤科医生，但
通过日常看诊，会为村民初步分
析出应该去看哪种类型的专业
科室，也会根据村民需求，带动
其他科室的专业人员来村里义
诊。”冯梅瑰表示，“有时候，村居
健康副主任更像是一个为村民
健康服务的专业联络人，让农村
与城市接轨。”

村居健康副主任的“诞生”
并非偶然。

“怎样才能把优质的医疗
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我们
跟一些企业合作，设立了‘健康
副厂长’，能不能设立一个‘村
居健康副主任’？”广东省中医
院斗门医院院长胡学军说，“我
们落实了这个想法，打通医疗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胡学军看来，村居健康副
主任的出现，打通了以往“最后
一公里”的痛点。“我们的医生来
自全国各地，首先是语言方面的
障碍，再者就是对村居的熟悉程
度肯定不如当地培养出来的医
生，否则很难得到村民的信任。”
胡学军表示，“这些从村子里走
出来的医生，回到家乡进行反
哺，双方都会觉得自豪。”

“此项目一推出，我院本籍
的医务人员都很积极，牺牲自己

的休息时间参加，他们也很开心
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养育自己的
故乡回报父老乡亲。村民们也
非常支持和配合，反响热烈。”该
院医务科科员朱婉婷说。

随着村居健康副主任工作的
不断推开，广东省中医院斗门医
院出台了《珠海市斗门区“村委
（社区）健康副主任”工作方案》，
其中就包括了未病时开展的健康
宣教、已病给予就诊指引、重症开
放绿色通道等举措。村居健康副
主任通过走进斗门村居，提供健
康教育讲座和咨询，向农民普及
健康知识，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健
康意识和防病能力。

“村居健康副主任可以说是
中医医联体的延伸，他们在其中
起到了桥梁作用。”胡学军介绍，
该院同斗门区的6个卫生院全面
建立了协作关系，成立中医医联
体，“医院的专家下沉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院，提供医
疗指导和诊疗服务，在遇到危急
重症患者时，村居健康副主任和
驻点专家将与指导医院联系，进
行紧急转运救治。”

在灯笼村，曾有村民半夜打
电话给赵锦波，“说肚子痛”。
经过询问，赵锦波判断为肾绞
痛，于是马上安排到院检查，结果
出来后考虑需要住院治疗，当晚
便安排住院并行微创手术，“如果
不及时处理，尿路梗阻很容易导
致脓毒症引起生命危险”。除了
为村民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村居
健康副主任的出现，也极大地提
升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
——借助广东省中医院的平台，
省内的知名专家会定期来到斗门
坐诊，并且还在该院举行了拜师
仪式，收了不少基层医务人员为
徒，这些徒弟不但可以跟诊，还拥
有了更多进修学习的渠道。

工作中的冯梅瑰

A 本地仔更懂本地人

B 基层医疗水平大幅提升

赵锦波为村民检查身体赵锦波为村民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