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潮流，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
貿易區的建成以及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域發展的戰略決策
，為廣西與東盟國家在科技教育、衛生、文化交流與合作
領域所提供的寶貴機遇。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
，在各級領導的鼎力支持下，以周諾院長為首的廣西醫科
大學口腔醫學院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與國際化戰略襟懷，
充分發揮廣西作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橋頭堡，泛北部
灣經濟合作前沿的區位優勢，牢牢抓住高等醫學教育國際
化發展戰略核心，整合學院內外部競爭優勢，以成功舉辦
「中國─東盟國際口腔醫學論壇」以及創立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東盟國際口腔醫學院為標誌，一個助推中國─東盟口
腔醫學國際化發展的戰略橋頭堡正在成功崛起！近日，帶
着全國兩會勝利召開的融融春意，漫步風景如畫的廣西醫
科大學口腔醫學院，我們專訪了周諾院長，就該院促進中
國─東盟口腔醫學國際化發展的新探索、新成果及戰略遠
景展開深入交談，一串串光榮的足迹與一幅幅奮進的畫卷
呈現在我們面前……

騰飛的基石 光榮的起點
廣西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位於綠城南寧風景如畫的

青秀山下，美麗的南湖之濱。自 1978 年建系以來，圍繞
「趕全國一流水平，創南疆名校」的奮鬥目標，堅持 「卓

越、精粹、搖籃，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和人文醫學理念，
努力提高教學質量，經過30餘春秋的不懈耕耘，該院口腔
醫學專業被評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優質專業，2009年獲國家
級口腔醫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建設點；口腔頜
面外科學獲廣西精品課程、廣西醫療衛生重點學科稱號。
學院先後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家級項目9項，省部
級科研項目43項，開展的口腔頜面部腫瘤的綜合治療、鎳
鈦根管治療技術、精密附着體修復技術、牙─頜面畸形綜
合治療各種類型頜面部組織缺損的修復、人工種植牙、器
官再造、牽張成骨技術研究、游離血管吻合腓骨肌皮瓣手
術均達國內先進水平。目前該院在全國百餘所口腔醫學院
校中排名前20內，成為廣西唯一的口腔醫學院、三級甲等
口腔專科醫院和口腔醫學碩士學位授予點。同時，與國外
院校的交流也日益加強。自1985年以來，該院即開始招收
日本、伊朗、索馬里等國家的留學生，通過來華留學生教
育逐步增進我國同世界各國政治、外交和教育交流，拓展
了學院對外交往和合作的空間，從此加入到國際化教育的

洪流之中。
周諾院長指出： 「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發展，

各個領域的國際化速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國際化程度
的高低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教育界同樣面臨着國際
化教育的趨勢。」為此，2003年以來，在他的帶領下，該
院積極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潮流，牢牢把握各項戰略機遇
，積極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大力提倡人文醫學，在教育教
學研究、教學硬件建設、教學方法與質量和教育國際化等
各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學院先後與加拿大、美國、
日本、英國、瑞典、丹麥、港、澳、台等10多個國家和地
區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進行學術交流，有力推動了學科
的發展，使醫院不斷向國際化、標準化、現代化邁進。

該院科研工作也喜結纍纍碩果。學院努力開創國際交
流與合作的新局面，充分利用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和東盟
博覽會永久會址設在廣西的地緣優勢，在自治區黨委書記
郭聲琨的提議下，2008 年獲衛生部批准，使南寧成為中
國——東盟國際口腔醫學論壇的永久舉辦地，並在學院正
式設立論壇秘書處，作為論壇的常設機構。目前已成功承
辦兩屆高規格論壇，論壇吸引了國內外特別是東盟國家政
府高層以及行業著名專家學者，奔赴南寧，濟濟一堂，以
開闊的國際化視野與平台，深入探討中國─東盟國家在口
腔醫學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內容、方向與重點，學院亦
憑藉東盟博覽會平台，日益增加了在東盟地區乃至世界
的廣泛影響力，從越南、老撾、馬來西亞、泰國等東
盟國家以及港澳台地區來院求學的學生紛至沓來，
而東盟博覽會也因為口腔醫學論壇的成功舉辦而
豐富了內涵和外延，開始向着多元化、更加廣泛
的層面深入。

跨越的足迹 輝煌的願景
據周諾院長介紹，自改革開放以來，學院的留

學生人數（其中東盟各國留學生所佔比重較大）呈
逐年遞增之勢，留學生教育也是從最初的單一漢語授課
發展為英漢雙語授課。隨着東盟國際博覽會永久落戶南寧
，廣西與東盟各國交往不斷增多，東南亞地區對口腔醫學
教育的需求也從昂貴的歐美國家逐漸轉向中國大陸。同時
，東南亞地區擁有5億人口，其中華僑人約有2366萬，佔
世界華僑人總數的80%以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到祖籍
國接受高等醫學教育的強烈願望，而優良的教學和科研條
件，設施，環境才能更好地吸引各國的優秀人才。

與此同時，周諾院長指出，醫學教育國際化也是現代
醫學模式的要求，是醫學院自身發展的需要。面對這些有
利的條件和好時機，伴隨2008年首屆中國─東盟國際口腔
醫學論壇的成功舉辦，創辦東盟國際口腔醫學院的建設項
目也得以成功啟動。據悉，這個正在建設的東盟國際口腔
醫學院定位為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口腔醫院」和 「教育基
地」，將從硬件設施、軟件配置、師資儲備、管理計劃、
面向東盟國家的宣傳與推廣、國際化教育管理與東盟地區
口腔領域從政府到行業等多層面的合作等各個方面進行全
方位的建設與探索，項目分二期建設，總建築面積 78245
平方米，建設周期為7年，將建成一個輻射東盟等國的教
學研究型學院、兼具東盟國際口腔醫學教育中心、東盟國
際口腔疾病預防中心、東盟國際口腔醫療中心、東盟國際
齒科技工中心和東盟國際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我國在口腔醫學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發展潛力巨大，市

場前景廣闊，建立東盟國際口腔醫學院，將為中國與東盟
國家在口腔醫學領域的教育、醫療、科研等方面搭建國家
化的良好平台，為中國—東盟相關領域的企業帶來更多的
發展機遇。同時，借助教育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力，不斷豐
富與拓展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合作關係，增進互信與友誼。」

周諾表示，辦學方面，將繼續做好亞洲尤其是東盟國
家的口腔醫學教育的考察和調研，做好生源開發工作。將
適當考慮多形式合作辦學，如探討與港澳台地區聯合辦學
，拓展辦學空間。以留學生教育為切入點，結合國際醫師
准入內涵，更多的引進海內外口腔學術界知名專家從事教
學與研究，實現人才培養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接軌；人才培
養將按照精英教育方略，以達到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培養口
腔醫學未來精英為目標。加強研究發達國家口腔醫學教育
體系、課程體系、運轉體系的調研工作，在符合國內標準
的前提下探索口腔醫學教育國際化發展新路。不斷優化教
學理念，深化教學改革，創新 「無縫對接」專業教學模式
，加強對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的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分階
段部分採用英文原版教材，聘請具有強大雙語優勢的海內

外專家示範教學，帶動和強化學院雙語教學人才培養；以
醫療服務理念的國際化為支撐，加速醫學教育國際化進程
。在教學、醫療服務的全過程中，從學生的培養計劃、培
養方案以及課程內容和課程設置上，都更加關注 「以人為
本」和人性關愛教育，處處體現 「以人為本」；建立醫學
教育國際化的教育質量評估和認證制度，以符合本土及國
際化的標準規劃學院口腔醫學教育體系，定期對教學系統
的各環節進行評估認證，保證學生的培養質量。

會當凌絕頂，一攬眾山小。放眼漫漫征程，周諾院長
充滿信心，他表示，2011年是 「十二五」規劃開局年，也
是關鍵年，學院將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黨的十七
屆五中全會以及兩會精神為指導，積極探索學院的可持續
發展之路，不斷加強與東盟各國在口腔醫學各領域的交流
與合作，最終體現在學校培養造就出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大
師級的領軍人物和具有國際視野，能適應世界經濟社會發
展的高素質人才以及創造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原創性的
科研成果。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化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為
將學院打造成為中國─東盟口腔醫學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橋
頭堡而不懈奮鬥！不斷抒寫新的騰飛篇章！

文／王鏡榕

打造中國─東盟國際口腔醫學交流與合作的橋頭堡
——訪全國優秀院長、廣西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院長周諾教授

▲廣西醫科大學口腔醫學院承辦第二屆中國—東盟國際口腔醫學
交流與合作論壇。圖為周諾院長（左1）與老撾衛生部長本梅‧達拉
洛（左3）、自治區政府主席馬飆（右3）、副主席李康（右2）、政
協副主席李彬（右1）、中國衛生部疾控局副局長孔靈芝（左2）合影

▲口腔醫學院投資、引進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德國KaVo牙科仿
真頭模教學系統

博士生導師周諾院長帶領課題組開展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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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富足感、人身安全感、利益公平感、心
靈歸屬感、主人翁自豪感。」這 「五感」是 「中國
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之一的珠海對 「幸福珠海」
的全新詮釋。特別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明確提
出要在珠三角粵港澳攜手建設國際都會後，珠海人
對這一詮釋的內涵與外延有了更深的理解。珠海市
委書記甘霖發出的總攻令是： 「我們要始終保持那
麼一股子勁」， 「一股子衝勁、一股子闖勁、一股
子拚勁、一股子韌勁，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先人一
步、快人一拍、勝人一籌，推動珠海加快崛起和振
興」。

給力 「幸福珠海」 的
五大戰略貫穿 「十二五」
在其 「十二五」規劃中，珠海已明確提出了

「幸福珠海」的五大發展戰略： 「綠色發展、創新
驅動、東西互動、區域協同、和諧共享」。

其實，捨得為民生花錢是錢袋子並不寬裕的珠
海近幾年的作風。珠海去年市財政用於民生方面的
支出就佔其一般預算支出的39.6%。這已使 「和諧共
享」已有堅實基礎——

去年 8 月 30 日，珠海首個在廣東高標準建成 82
公里區域綠道和180公里城市社區綠道。在整體土地
相當稀缺的情況下，還規劃建設了310平方公里、超
過全市陸地總面積1/6的生態保護區。新建成10項污
水處理設施及配套工程，2010 年城市生活污水處理
能力比3年前增長73.1%。順利完成 「十一五」節能
減排目標，單位 GDP 能耗下降超過 15%，二氧化硫

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下降 29.8%和 12.6%，人均
污染物排放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珠海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走在廣東省前
列。登記失業率保持 2.8%低位。醫療保險覆蓋率、
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覆蓋率分別達 97.4%、99.8%，在
珠海經濟特區建立 30 周年之際，還再次加大民生投
入，投資150多億元實施30項重大民生工程。

現在，珠海又提出了 「幸福珠海」的新目標：
「實現珠海在珠三角地區人均首位、生態一流、文

化繁榮、法治優良、社會公平的發展目標，加快把
珠海建設成為宜居宜業宜遊的幸福之城、活力實力
魅力兼備的理想之城。」

有新意的是，珠海首次提出了 「心靈歸屬感」
一詞。珠海市委書記甘霖認為，提出 「心靈歸屬感
」是為了強化 「珠海人」概念。因主體是外來人口
，故在珠海很少有人自稱是 「珠海人」。在挖掘珠
海的歷史人文資源的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市民對
珠海的 「心靈歸屬感」宣傳。

「幸福珠海」 建設須通過
「區域協同」 向港澳台借力
在其 「十二五」規劃中， 「區域協同」是珠海

實現 「幸福珠海」目標的五大戰略之一。 「區域協
同是指珠海將着眼於建設粵港澳交通樞紐，加快橫
琴新區開發建設步伐，加強與港澳、珠三角、粵西
等區域緊密聯繫，推動在產業布局、城市功能等方
面協同發展，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不斷增強珠海的
區域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珠海市發改局局長黃
銳說。

新出現的兩個新概念為，一是推動城市功能與
港澳相協調，共建珠港澳優質生活圈；二是加強珠
澳協同發展，推進珠澳的基建對接、通關便利、產
業合作、服務一體、文化融合，共同培育珠澳國際
都會區。

為此，在學習借鑒港澳在社會管理、城市管理
、市場運作、法制建設等方面的成功經驗的同時，
珠海將重點推進港珠澳大橋等跨界基礎設施建設，
完善珠海機場和香港、澳門機場的合作，擴大珠港
澳在口岸、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環保、社會
服務等領域的合作，加快粵港澳電子簽名證書互認
、檢驗檢測報告互認。

另一着力點是珠海將主動承接港澳現代服務業
擴張、延伸和城市功能輻射。不但將進一步完善和
創新珠港澳台更緊密合作機制，搭建和完善官方、
民間的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健全諮詢機制，還將深
化旅遊、會展、物流、商務服務、文化創意高新技
術的產業合作，推進金融合作與創新。同時，將建
立珠港澳台自主創新合作機制，加強與港澳台在高
新技術產業和先進製造業方面的合作，支持港澳企
業轉型升級。

呼之欲出的首先是從拱北經灣仔到橫琴口岸的
環澳城市帶。為此，以高水準、高質量、高品位為
標準，珠海將加快改造情侶南路，先從拱北口岸延
伸至昌盛大橋，後再延伸到橫琴大橋。珠海市委書
記甘霖認為，這裡是最有珠海特色的黃金弧。借助
此弧，珠海不但可 「向海而行」，還可 「向空飛翔
」。

砥礪前行 進一步夯實
「幸福珠海」 物質基礎

珠海市長鍾世堅說： 「只有努力提升自主創新
能力，加快建設現代產業體系，促進城鄉區域協調
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人口與資源、
環境均衡發展，才能進一步夯實幸福珠海的物質基
礎。」

珠海市發改局局長黃銳透露，珠海將啟動總投
資額為 5752.91 億元的 152 項重點項目。其中在 「十
二五」期間，投資額將達3478.68億元。

記者注意到，在 「十二五」期間，珠海對 25 項
交通樞紐工程、15 項戰略性新興產業工程項目、16
項先進製造業工程、20 項現代服務業工程的投資分
別達 985.69、229.99、464.73 和 574.13 億元，佔同期
總投資 64.81%，這意味着一批大項目將進一步助珠
海的產業轉型升級。

對20項市政基礎設施工程、8項宜居城鄉建設工
程、13 項綠色生態建設工程、15 項能源保障工程、
13項公共服務工程和8項文化強市工程，珠海也都有
不小的投資力度。這批直接惠民的工程完成後，
「和諧共享」將有新載體。

本報記者陳艷君

情侶路

夜幕中的拱北口岸

港珠澳大橋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