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2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规划展

馆，听取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

况汇报，察看医药产品展示，了解药品

研发生产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产

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生物医药一头连着国家大计，一头

连着百姓民生。当前，人们越来越注重

追求健康生活，对于健康的需求越来越

大，而人民健康恰恰是生物医药企业永

远追逐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其中，生物医

药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强

化创新驱动要素，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健康需求，

为亿万国人生命健康筑起坚强屏障。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生物医药产业

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培育发展离不开创新发展。近年来，

石家庄市通过创新发展，不断加大技

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投入，加快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

转型升级，加速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2022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营

业收入实现855亿元，成为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值得借鉴和点赞。

当前，在利好政策引导下，我国生物

医药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但也要看

到，一些领域还处于跟跑阶段，原始创新

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就需要广大

企业坚持自主创新，努力推动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自主研发更多更好的生物药

品，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真正守护好百姓健康。

实践是最有力的证明。只有顺应

“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的新趋势，大力发展面向人民健康的

生物医药产业，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

健康更多元化、更有保障的新期待，助

力实现健康中国目标，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

□刘凤敏

华北药都，因药而兴。岁月流转，

“药”仍然是石家庄这座城市一张熠熠

生辉的名片。

2021年，石家庄提出大力实施产

业蝶变跃升战略，突出重点、集中资

源，强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率先突破，

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2022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营业收入实现增长10.9%。规模以上

企业189家，比2021年增加27家；

——谋划建设总面积2.8万亩的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

——建成了涵盖研发、生产、流

通、配套服务的全链条产业体系。

一项项进步，见证着石家庄生物

医药产业的发展，也闯出了石家庄做

中国人自己的好药的发展之路。

研发创新步入快车道

“坚持自主创新，研发生产更多适

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

点的‘中国药’。”5月12日，在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

规划展馆之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高健在随身的笔记本上认

真写下这句话。

华药被誉为“共和国医药长子”，

近年来积极拓展新治疗领域，主要产

品涉及化学制药、现代生物技术药物

等近千个品规。

华北制药积极开展研发创新，建

立起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微生物和

大分子生物药物的研究开发和工程化、

产业化的技术平台和技术创新体系。

目前，生物技术药物板块已形成上市一

批、发展一批、储备一批的良好格局，十

余个生物药处在不同的研发阶段，形成

梯次化的产品集群，实现从仿制到创新

的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时不

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高健说，接

下来，我们将加快自主创新品种研发，

重点发展生物药，着力发展合成生物

技术，引进高壁垒制剂技术和产品，有

效提升临床价值和科技含量。

“石家庄拥有3300多种药品，构

建了集研发、孵化、产业化、销售以及

配套服务的全链条产业生态系统，为

医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作

为一名深耕医药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高健见证着石家庄作为“华北药都”的

快速发展，正朝着“高质量”“千亿级”

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目标努力迈进。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持续不断的

创新赋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金钥

匙”。眼下，像华北制药这样的企业在

石家庄还有很多。

初夏时节，万物并秀。石家庄四

药集团新产品获批的好消息一个接着

一个，5月11日，申报的醋酸钠林格注

射液（500ml）通过国家药监局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这是今年以

来获批的第26个新产品，研发创新步

入快车道。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创

新药、仿制药、特色原料药、高端制剂

及药包材等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大型高

新技术集团化制药企业，连续多年跻

身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中国化学

药制剂出口优秀品牌企业行列。

近年来，在创新驱动的引领下，石

家庄四药持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

力新赛道，构筑新优势，全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蝶变”跃升。

“2022年，石家庄四药特色仿制药

研发效率和数量在全国医药企业中名

列前茅，昂首跨入中国化学药研发实

力50强行列。”石家庄四药集团研发

中心副总经理夏国龙十分兴奋地说，

目前，在研项目近200个，待批新产品

超100个，形成“研发一批，储备一批，

转化一批”产品迭代开发的崭新局面。

企业创新不断赋能知识产权成果运

用和转化。目前，石家庄四药累计申请专

利371项，80%效益由新产品或换代产品

创造，这是石家庄四药不断创新赋能知

识产权成果运用和转化的成果。创新有

力赋能产品结构、层次持续优化和提升，

产品销往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深入

推动企业产业链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擦亮中医药产业发展名片

“采得三山药，炼成九转丸。”源起神

农尝百草的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并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

与人民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密切相关。

作为国内中医药行业的领军企

业，以岭药业首次系统构建络病理论

体系，建立络病理论创新转化全国重

点实验室，以络病理论原创带动专利

新药研发。目前，上市13个国家专利

新药，在50个国家或地区注册销售。

“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

新，以岭药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秘诀也是

科技创新。”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

院院长、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说。

近年来，以岭药业以中医药理论为

研发基础，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核，先后承担并完成国家级重大

项目40余项，取得国内外专利800余

项，荣获国家级大奖6项，科研创新方面

不断突破，中医药成果转化不断提速。

统计数据显示，2016—2021年以

岭药业研发投入金额分别为2.4亿元、

2.6亿元、3.6亿元、5.2亿元、7.4亿元、

8.38亿元，均位居同行业领先水平。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

瑰宝，我们要不断加大科研工作力度，

用科学技术把中医药的‘神奇’向全世

界阐释清楚。”贾振华说。

在以岭药业董事长吴相君看来，

中医药创新一定要和现代科学技术结

合，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证明中医药传

统理论的科学内涵是中医药传承创新

的未来发展之路，也是中医药走向现

代化、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公开资料表明，自2005年起，以岭药

业已举办十九届国际络病学大会，积极加

强络病理论在海外的宣传推广，并在美

国、加拿大、欧洲建立络病学会，络病学课

程进入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课堂，越来

越多的海外民众成为中医药“粉丝”。

“以岭药业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持理论创新

带动产业化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让创新中药造福更多患者。同时，立

足已有的创新成果，发挥中医药治未

病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大健康产业，

打造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新格局，让中

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吴相君说。

打造中国北方生物医药
产业地标

作为石家庄市要率先突破的千亿

级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业是拉动经

济发展的强劲引擎。高新区是石家庄

生物医药产业的主阵地，现有生物医

药经营主体1800家。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推动传统产业迈向高端

化。石家庄谋划建设总面积2.8万亩

的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围绕构

建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推动

细胞治疗药物、抗体药物、新型佐剂等

领域一批高精尖企业加快入驻，为园

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的北

部是研发创新孵化园，中部是生物药产

业园，南部是医药制剂产业区，东部是

医疗器械及医药装备产业区，西部是宜

居生活服务区。”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

药园技术专家刘文富介绍，五大功能区

特色鲜明、定位清晰、功能完备，彰显了

现代化、国际化园区的功能布局。同

时，园区还成立了以生物医药领域权威

专家为委员的科学委员会，为园区提供

智力支撑。目前，园区内水、电、路、气

（汽）、讯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到位，可

为入驻园区企业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

依托石家庄市传统的生物医药产

业基础，以及华北制药集团、石药集

团、石四药集团、以岭药业等企业优

势，石药巨石、药明生物已经落地园

区，绿叶制药、华普生物等一批拥有世

界领先技术的高科技企业相继入驻，

园区已聚集生物医药企业243家。

越来越多的蜕变悄然发生。

——拥有丁苯酞、津优力、抗狂犬

病毒单抗注射液等3个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一类新药，维生素C、咖啡因产量

全球第一；

——石药集团“玄宁”中国本土企

业第一个获得美国批准的创新药物；

——以岭连花清瘟列入联防联控

机制“三方三药”、石药新冠病毒

mRNA疫苗纳入紧急使用；

——形成了以高新区为重点，以

经开区、栾城、赵县、晋州为配套的区

域产业布局。

石家庄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加大政策支持，激励生物医药企

业加大研发创新，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发挥邻近京津雄和后发优势，打造“京

津雄研发、石家庄转化”的协同发展格

局，2023年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元，

保持2位数增长，产业竞争力全省领先

并在全国保持明显优势。“十四五”末，

实现由制药大市向制药强市跨越。

石家庄：做中国人自己的好药

华北制药金坦公司技术员在细胞纯化产线进行操作华北制药金坦公司技术员在细胞纯化产线进行操作。。 毕春华毕春华 摄摄

□记者 马静 赵晓慧 段维佳

让生物医药用“新”守护百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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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万木葱茏。渤海之畔，

旱碱麦丰收在望；黄骅港内，巨轮靠泊，

门机高耸，一派繁忙生产景象。

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沧州

市，先后考察了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

旱碱地麦田、黄骅港煤炭港区码头，了

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

化情况，河北省港口整合发展和黄骅港

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

一片丰收在望的麦田，一座面朝大

海的港口，沧州这座滨海之城，正在紧

紧抓住发展的机遇，积极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让群众有更强的获得感。

变盐碱滩为“生态粮仓”

仓廪实，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十

分关心粮食生产和安全，5月11日，到

沧州市考察的首站，就是黄骅市旧城镇

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

风吹麦浪，田野上泛起绿色的涟漪。

旱碱麦一般头一年9月底、10月初

播种，来年6月份收获。目前，沧州市旱

碱麦种植面积100.2万亩，去年总产量

为22.37万吨。

“总书记来到我们的试验田！”中国

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副

研究员、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副站长郭

凯说起与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的时刻，

依然十分激动。他汇报了旱碱麦种植

情况，深切感受到总书记的平易近人。

“仙庄片区约有7600亩旱碱麦，亩

产能达到200公斤到300公斤。总书记

站在田边，看向成片的麦田。我就站在

他身边。”郭凯说。

地头一张小桌子上，摆放着三罐旱

碱麦种子，分别是“小偃 60”“沧麦

6002”“捷麦19”，旁边还有旱碱麦面粉、

挂面、面花等。

“总书记走到桌边，抓起一把种子，

仔细询问这三个品种的区别。”郭凯说。

为降低盐碱对小麦产量的影响，黄

骅不断进行良种选育工作，40多年间先

后育成“冀麦32”“捷麦19”“捷麦20”三

个自主研发品种。

郭凯介绍，仙庄片区种的大多是

“捷麦19”，抗旱、耐盐、抗寒性强、产量

稳。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

试验站建立了完善的耐盐小麦鉴选体

系，为旱碱麦品种培育和推广提供了重

要科技支撑。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全国

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

利用潜力。盐碱地是我国耕地提质、扩容、增效的重

要来源，是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

针对环渤海低平原5000万亩中低产田和盐碱地

淡水资源匮乏、土壤贫瘠盐碱制约粮食生产问题，国

家于2013年启动实施了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

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重点突破了“土肥水种”关键

技术，5年累计示范推广8000余万亩，累计增粮100

余亿公斤。

作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培养起来的一名

青年科技骨干，郭凯由衷地说：“我想把这些年来我们

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果，全都讲给总书记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

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立足我国盐碱地

多、开发潜力大的实际，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

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

发推广，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深加

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方向明了，信心更足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让郭凯受到极大鼓舞，“下一步我们将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围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勇

于创新、大胆攻关，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盐碱地上的麦浪，涌动的是“潜在粮仓”的希望，

也是粮食安全的底气。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种了大半辈子地，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村民杨

东进实在没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家地里。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把群众

的冷暖挂在心上。

杨东进家种了20多亩旱碱麦。“我正在地里拔麦

蒿，一抬眼就看到总书记向这边走来。”当时，他心里

紧张极了。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麦田，仔细查看小麦长势，并

向正在田里劳作的杨东进等人询问旱碱麦产量、价

格、品质、收益等。

“总书记这次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咱更得好好干哩！”杨东进高兴地说，“还有一个月，就

开镰了。”

当下，仙庄片区旱碱麦进入了灌浆期。麦粒渐

满，长势喜人。

“看到用旱碱麦面粉制作的‘面花’等食品，总书

记又关切问到旱碱麦产业化情况。”后仙庄村党支部

副书记刘玉锁介绍，黄骅“面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特殊的种植条件造就了旱碱麦独特的品质，

加工的面粉麦香浓郁、绵软筋道，非常适合制作馒头、

面条等传统手工面食。

目前，黄骅有较大型面粉加工企业20家，年加工

能力近50万吨，全市已形成集订单农业、收储中转、

面粉加工、食品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小麦全产业链。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叮咛，让刘玉锁有了新想法：

“我们将加把劲、干起来，抓好农业产业化，让盐碱地

变成‘增收田’，真正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回到村里，刘玉锁第一时间和村党支部书记王志

亮商量：下一步，将和农技专家合作，建

设良种选育试验田；开展土地流转，推动

旱碱麦规模化种植；开展旱碱麦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

把黄骅港建设好、管理
好、运营好

黄骅港煤炭港区码头，两块展牌引

人注目，一块是河北省港口布局图，另一

块是沧州黄骅港平面图。

站在沧州黄骅港平面图展牌前，沧

州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宝辉详细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黄骅

港码头的管理、运营情况，“当时既兴奋

又稍感紧张。”

黄骅港，作为河北东出西联的出海

口和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具有重要

地位。年轻的黄骅港被寄予厚望。

按照省委十届三次全会部署，河北

紧紧围绕把黄骅港建设成为“现代化综

合服务港、国际贸易港、‘一带一路’重

要枢纽和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的目标

定位，坚持国际化视野，向海发展、向海

图强。

看着展牌，习近平总书记询问黄骅

港的位置优势。王宝辉向总书记汇报，

“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的穹顶处，对内辐射

范围广，正在打造雄安新区便捷出海

口。”总书记听后点了点头。

沧州黄骅港平面图上，黄骅港的综

合港区、散货港区、煤炭港区、河口港区

以及航道清晰分布。

习近平总书记问起黄骅港生产经

营、发展规划等情况。王宝辉详细汇报：

“黄骅港有两条航道，一条是煤炭港区5

万吨双向航道，另一条是不远处综合港

区的20万吨级单向航道。2022年，黄

骅港完成煤炭吞吐量2.2亿吨，电煤保供

量居全国第一……”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肩负着黄骅

港开发、建设、管理、运营的使命。

“十四五”期间，黄骅港共谋划建设

集装箱、滚装、原油、LNG等22个码头、

41个泊位，计划总投资415亿元；到“十

四五”末，将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47亿

吨，泊位数翻一番、达83个,集装箱吞吐

量翻一番、达200万标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河北区位优势

独特，海运条件便利，要持续推进港口转

型升级和资源整合，优化港口功能布局，

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雄安新区、共建“一带一路”等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对此，王宝辉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贯彻落实好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把

黄骅港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

畅通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大通道

黄骅港煤炭港区码头上，数台装船机伸展钢铁臂

膀等待作业，远处海天一色。

5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骅港煤炭港

区码头。

“总书记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我迎上前去，跟随总

书记沿着码头边前行边汇报工作。”回忆此情此景，国

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洪军难

掩兴奋之情。

黄骅港煤炭港区是陕西、内蒙古煤炭外运陆运距

离最短的港口，是国家能源集团煤电路港航一体化链

条上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

要枢纽港口。

来到煤炭码头前沿，习近平总书记远眺渤海湾。

“总书记对航道建设非常关心，询问得很细致。”

李洪军一一汇报，“黄骅港拥有17个煤炭泊位，现已

建成5万吨级双向航道。同时可满足10万吨级船舶

单向进出港。”

航道是港口的生命线，航道建设是港口建设的根

本。黄骅港煤炭港区为国内最大的煤炭下水港，是国

家能源保供大通道上的重要一环。为了保障航道的

畅通，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神华上航疏

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航道疏浚维护，全力保障黄骅

港能源供应航道畅通。

“总书记很关注煤港的绿色生态建设工作。”李

洪军回忆起黄骅港曾经的样子——“天乌蒙，水灰

黑”，那曾是大家对于煤炭码头的普遍印象。为了改

变煤港污染顽疾，近年来，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主研发煤港作业全流程抑尘系统，实现了煤炭

装卸的清洁生产，并建起覆盖全港区的智能生态管

控体系。

即将离开港区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近30多名职

工代表，大家喊出“总书记好，欢迎总书记！”码头上响

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骅港作为我国西煤东运、

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港口，要加强港口能力建设，创

新管理体制机制，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

总书记的话语，深深地印在职工代表们的心中。

陈致远是公司创新工作室的一名青年职工，他表

示，将立足项目的整体性、实用性，将生产需求作为攻

关重点，开展更多发明创新，赋能港口业务场景，实现

其绿色化、数字化升级，为智慧港口建设作出新贡献，

保障能源大通道畅通。

“大家对港口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了。”李洪军说，

“我们将谨记总书记的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扩

大煤电路港航一体化的产业优势，不断提升港口辐射

力、开放竞争力。”（原载2023年5月13日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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