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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产业+资本=？

青岛市崂山区给出的答案是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全区去年用623.1亿元的生产总值，

创造出 260.1亿元的税收总收入、141.8亿元的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今年前三个季度，全

区实现生产总值 518.39亿元，增长 8.2%；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3.10亿元，增长 7.4%，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位居山东省首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金

融是“第一推动力”。崂山区委书记江敦涛表

示，按照“引进一批人才、落地一批项目、带动

一批产业”的工作思路，推动三者结合，崂山

区正呈现一派提质增效、稳中向好的良好发

展态势。

高质量发展集聚“第一资源”

由管华诗院士领衔的青岛海洋生物医药

研究院，聚集两院院士 4 人、“泰山学者”4 人，

成为推动中国“蓝色药库”计划的核心力量。

入驻崂山区 5年的管华诗深有体会地说，崂山

区创新服务打造人才“强磁场”，以压缩企业

开办时间为突破口，推出了以“六个办”为特

色的“一次办好 全程无忧”商事制度改革模

式，集聚人才“第一资源”。

人才兴则产业兴。崂山区依托青岛金家

岭金融区、青岛中央创新区、崂山风景旅游度

假区、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青岛国际创新

园等特色园区，为高质量发展引才聚才。目

前，全区拥有两院院士及外聘院士 37人、泰山

学者及产业领军人才 140 人。吸引中科院青

岛 EDA 中心、青岛千山大厦、青岛大学千人

研究院等重点项目落户，引进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等领域的 12位专家。依托海尔、海信、歌

尔、中科曙光等全球研发总部，累计引进外籍

人才 1321人、留学回国人才 1381人。

“6+1”高新产业迸发新动能

在放大 1000 倍的显微镜下，一些形态各

异的小粒子正做着布朗运动，这就是经过生

物技术强化的嗜酸菌。

这项“工业微生物与蛋白复配黄金浸出

技术”是俄罗斯矿业科学院院士、青岛智瑞生

物有限公司股东和首席科学家葛丽娜的杰

作，已经在崂山区实现了产业化。

如今，崂山区以赵沁平院士领衔、歌尔科

技为龙头企业的虚拟现实产业，以刘韵洁院

士领衔、海信集团为牵头企业的智慧产业，以

徐惠彬院士牵头、海尔集团为牵头企业的智

能制造产业，以管华诗院士领衔、杰华生物为

龙头企业的生物医药产业，以陈立泉院士领

衔、特锐德为龙头企业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以中科曙光、中科院青岛 EDA 中心为牵头企

业的微电子产业等“6+1”产业，推动“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区”“智能制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核心区、“北部沿海微电子

研发高地”和“青岛芯谷”、新能源研发基地和

低碳经济先锋城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

在崂山崛起。 （下转第三版）

人才+产业+资本=？看“崂山答案”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赵博）国

家主席习近平 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

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访问

团。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

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

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港澳同

胞继续以真挚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

身国家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乘势而上，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

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会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以及

部分访问团成员先后发言，表达了对改革开

放道路、“一国两制”的高度认同。他们表示，

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港澳今天的发

展局面。他们还回忆了亲身经历的参与国家

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故事，并就新时

代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实践提出意见

和建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

个时机我们邀请香港、澳门各界代表组团来内

地参观访问，并安排今天这样的会见和座谈交

流，表明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同胞在国家改革开

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大家讲了很好的意

见，从中可以感受到大家的拳拳赤子心、殷殷爱

国情，感受到大家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高度认同，

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高度认同，对香港、澳门与

祖国共命运、同发展关系的高度认同，也能感受

到大家对祖国和香港、澳门未来的信心。大家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好，我们会认真研究。

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

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

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

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今天在座各位，

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到内地投资兴业，

从事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习近平向一

直以来关心、支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

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同胞和

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主要作用，包括投资兴

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

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

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习近

平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者也

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

同内地人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

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

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

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同心协力、一起打拼

的历程，也是香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共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

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对香港、澳门来说，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

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我们

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香港、澳门在新时代

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门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

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

“我期待研制出全世界临床医生首选

的新药。”这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王

逸平一生的信念、不变的初心。他 30岁被

诊断为克罗恩病，切除了 1米多小肠，在与

病魔抗争的 25年中，他承受了身体上巨大

的痛苦，却始终没有放慢研发新药的步伐。

在今年 4 月的一天，疼痛再次袭来。

与往常一样，他以为自己在沙发上靠一靠

就会好，然而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醒来。他

甚至还来不及对他深爱的家人、亲密的同

事和亲爱的学生打一声招呼，沙发前的茶

几上，还留着他给自己治病的止痛针。

王逸平，他不是药神，是一位长期受病

痛折磨却一直为“新药梦”而奋斗的“战

士”，在工作岗位上坚守到了最后一刻。

这位年仅 55 岁的科学家，无怨无悔地

将生命燃烧在中国新药研发的艰难征程

中。他对于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创新为

民的家国情怀，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科学家

的精神丰碑上。

病魔难挡“新药梦”

心脑血管疾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

特 别 是 50 岁 以 上 中 老 年 人 健 康 的 常 见

病。而丹参作为中国的传统药用植物，广

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

中药丹参的有效成分研究和药物研

制 ，是 王 逸 平 最 重 要 的 科 研 成 果 之 一 。

1992 年，丹参多酚酸盐立项，1994 年开展

药理学研究。当时刚刚成为上海药物所

最年轻课题组组长的王逸平，在无数次实

验之后阐明了丹参乙酸镁及其多酚酸盐

类化合物的综合药理作用，由此提出了以

丹参乙酸镁为核心来研制丹参新制剂的

创新设想。

在此后的 10 多年里，王逸平带领团队

刻苦钻研，提出了以丹参乙酸镁为质量控

制标准来研制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的方

向。最终的临床使用证明，丹参多酚酸盐

粉针剂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临床

疗效显著。2005 年，丹参多酚酸盐获得新

药证书并成功上市。他领衔研制的丹参多

酚酸盐粉针剂，已在全国 5000 多家医院临

床应用，1500 多万患者受益，累计销售额

突破 200 亿元，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

的典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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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平走后的 7个月，学生和同事们对他

的思念未曾消减，他的故事不仅永存在他为

之奋斗一生的地方，更经人们自发传颂，走向

了全中国。他在那些热爱科学的年轻人心中

燃起了一团火，激励更多人成为像他一样的

“斗士”，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坚持、再坚持，

在人生的道路上心怀家国、造福于民。

王逸平倒在他的办公室里。从 30 岁那

年被查出无法治愈的顽疾，他已与病魔缠

斗了 25 年。然而，身体上的痛苦并没能击

垮他——他率领团队研发的现代中药丹参

多酚酸盐在全国 5000 多家医院临床应用，

1500 多万患者受益。他构建的心血管药物

研发平台体系，为全国药物研发企业完成 50

余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直到

去世时，他还有多个新药，正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研究。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王逸平

是我国科研工作者最杰出的代表。王逸平被

周围人称为“斗士”，心系天下、科研报国的家

国情怀贯穿他的一生。新药创制难是全世界

公认的，我国的新药研发创制工作相对薄弱

也是不争的事实。研制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的新药，造福病患，是王逸平毕生的信念。正

因为这一信念，他比谁都着急、比谁都拼命。

他本来学医，意识到我国药物研制的问

题又投身新药创制，这一生他始终把个人追

求融入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之中，把时

间精力用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王逸平走了，他的精神仍在。

我们钦佩他以顽强的意志品质与疾病抗

争，与时间赛跑的奋斗精神。在 25 年的时间

里，即便饱受病痛折磨，也从未有一日放弃科

研，从未松懈为人民创新药的决心。

我们敬重他淡泊名利，一生做好一件事

的坚守。王逸平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为民做药的

誓言，却不计回报不思名利，将荣誉和成绩归

功于集体和团队。

我们感念他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造福

了上千万的患者，为我国中医现代化发展作

出的重要贡献。更要学习他献身新药创制，

以自己在科研上的不懈努力报效国家的科学

家情怀。

“家国天下”，往大了说是豪情万丈，往小

了说是责任、担当，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是

一份份工作、一股股微小的力量以及日复一

日的坚守。

王逸平的事迹激励着他的同行在我国新

药研发事业上取得新的突破；激励全国广大

科技工作者执着追求、矢志创新，在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伟大征程中作出应有贡献。

涓涓细流才能汇成江河，国家的富强需

要更多“王逸平”。

为民创新药 以身报家国

科技日报南京 11 月 12 日电 （记者张
晔）看起来就像一片普通家用锡纸，但却可以

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以及重金属。近

日，来自澳大利亚埃迪斯科文大学的张来昌

教授团队发现了一种铁基金属玻璃，对处理

染料工业以及矿业产生的污水带来了无限可

能性。其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期

刊《先进材料》上。

非晶材料（金属玻璃）是一类以金属元素

为主的固体材料。非晶材料通常通过快速冷

却熔融合金得到，最大程度保留了液态金属

的结构，使其拥有许多优越性能。然而，并不

是所有材料都能从快速冷却的熔融合金中得

到完全非晶结构。如何有效利用部分晶态化

的非晶材料成为一项新课题。

张来昌团队研究发现，在双氧水和完全

晶态化铁基材料共同作用下，能快速降解亚

甲基蓝染料。他们采用高温热处理的方法，

将金属玻璃中原有的无序结构重新排列，从

而得到一种蕴含多相金属间化合物的晶体

材料。在热处理的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升

高，形成的晶粒会持续增大，这为电子在晶

粒内部的快速转移提供了便捷通道。而且，

因为多相金属间化合物存在着明显的电势

差，容易在材料的内部形成无数微小的原电

池，从而使电子在反应过程中自发产生转

移。在污水处理中，快速的电子转移能使污

染物有效转化为水、二氧化碳、无机小分子

等无害物。也就是说，电子转移越快，去污

效率越高。

实验结果表明，这种铁基金属材料比现

有去除重金属以及染料等有机物的技术都要

快。据统计，使用这种新型材料处理 1 吨污

水成本只需 15 美元左右。更重要的是，块状

条带的形式更有利于实际应用，其可循环次

数在 5次以上，有着可观的经济效益。

铁基金属玻璃有望成为治污神器

改革开放40年·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
本报记者 王建高
通 讯 员 刘志峰 王 兴 张绪霞

本报评论员

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频率申请失效最

后期限只剩不到 4个小时。期盼已久的北

斗导航卫星信号终于传回，等待的人群欢

呼雀跃。

中国是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

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然

而，这个建设过程却困难重重。

1994年，我国决定启动北斗一号工程，

进行卫星导航试验探索。当时，美国GPS、俄

罗斯格洛纳斯各发射了20多颗卫星，已完成

全球组网，并占用了最适合卫星导航的黄金

频段。中国与正在建设伽利略卫星导航系

统的欧盟，推动国际电联从航空导航频段中

最大限度地挤出一小段以供使用。

2000 年 4 月 18 日，北斗正式申报。按

照国际电联规则，必须在 7 年内成功发射

导航卫星，并成功发射和接收相应频率信

号，才能获得该轨道位置和频率资源，否则

将无法取得合法地位。

2007 年 4 月初，首颗北斗导航卫星终

于如期矗立在发射塔架上。但是，新问题

出现了。

“进行第三次总检查的时候，卫星应答

机突然异常。而应答机是天上、地下信号

联通的关键。”此时留给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总设计师杨长风他们用来修复的时间只剩

下 3天。

从西昌赶到成都，从零开始，重新进行

检验测试。“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用汽车运

过去，颠簸四五个小时，都是怀里抱着的，

像个孩子一样保护着。”杨长风回忆。

2007 年 4 月 14 日 4 时 11 分，这颗肩负

着重要使命的北斗卫星起飞，于 4 月 17 日

20时许传回了信号。

中国北斗一飞冲天，赶上了建设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班车。

图为2018年11月1日23时 57分，我
国成功发射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

（文字整理：朱丽 图片来源：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

距离“关门”只剩不到4小时
北斗卫星成功传回了信号

11月10日至12日，2018未来教
育创新产品与服务展览会暨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教育装备及智慧教育展在京举
行。展览展示了创客教育、互动教学、在
线教育、智慧及平安校园建设等教育领
域的最新趋势和技术手段，打造“互联
网+教育”背景下的未来教育平台。

右图 参展商展示寓教于乐的客
机驾驶模拟仪。

下图 成者科技展示采用第二
代激光辅助立体展平技术的智能扫
描仪。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未来教育

智能共享

时代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