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愧峥嵘岁月，大步奋进向前。党的

十八大以来，河北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坚持以人

才为发展的第一资源，以创新为发展的第

一动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和技

术创新。

十年来，河北创新型人才不断涌现，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

该省的主导产业之一。河北正沿着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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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陈汝健

如今藁城已形成了拥

有关键技术和完整产业链，

并具有极强带动能力的现

代食品产业集群。其中，

41家规上食品企业年销售

总额达到了273亿元。

273亿元

跨越新引擎

奋斗青年说

◎实习记者 陈汝健
通 讯 员 韩 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视觉中国提供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非凡非凡非凡十年十年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2022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娄玉琳 王 倩

近年来，河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医

药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多家大型医药企业

实现领先技术突破，一批医药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河北医药产业正迈出向国际进军的坚实

步伐。

创新成就产业

“传承创新，是河北医药产业实现迅猛发

展的根本所在。”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二级

巡视员李讯表示。近年来，河北致力于药物

研发创新，在处于医药产业发展前沿的基因

重组药物、脂质体药物和中药创新药等方面

成为领跑者，为该省的医药产业发展带来了

强劲动能。

新药的自主研发能力，体现着药企的发

展潜力。2022 年，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石药集团）特殊制剂创新团队自主研

发的全球首个米托蒽醌脂质体药物多恩达正

式上市。

脂质体技术平台代表着石药集团的领先

优势。该平台经过十余年的研发积累，已将多

柔比星脂质体（多美素）等 4个纳米技术药物陆

续推向市场。今年该平台还使用脂质纳米粒

递送系统，开发了 mRNA新冠肺炎疫苗。

如今，石药集团研发团队正在肿瘤、精神

神经等几大领域持续发力。“我们正在研发的

创新药物有 100余个。”石药集团执行总裁李春

雷表示。

作为中药行业的头部企业，石家庄以岭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药业）将科技

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科技创

新为指引，该公司科研成果接连涌现，近两年

连续获批了 3个中药新药。

7 月 6 日，络病研究与创新中药国家重点

实验室抗衰老中心揭牌成立。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是石家庄四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四药）近年来的战略

发展方向。“我们强力推动科研创新，加速创新

成果落地转化。仅今年，我们公司就新获批了

22个产品。”石家庄四药董事长苏学军说。

据了解，河北在生物医药领域建有重大创

新平台 150 家。其中，包括省级重点实验室 73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69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8家。

“我们围绕医药产业补链、强链、延链的重

大科技需求，正在不断推动资金、项目和平台

等创新要素向医药产业聚集。”河北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厅长龙奋杰表示，下一步，河北将通

过优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创新项目组织方式

等，进一步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解难题、强动

力，有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转型决胜未来

如今，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北制药）依托传统生物技术优势，形成了重

组乙肝疫苗（CHO 细胞）、吉姆欣等多种生物

技术药品。如今，该公司研发的生物药品从数

量和质量上，已经能与该公司的传统业务抗生

素生产并驾齐驱。

“我们通过科研发现，板蓝根中抗病毒功

效成分告依春在 60 摄氏度左右时提取效果较

好，而通过传统高温煎煮方式提取后的含量转

移率只有 30%左右。”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国介绍。该公司发挥技

术优势，将药渣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并分离出

来，做成动物饲养中使用的添加剂原料。

“我们去年开始布局眼科创新药，成功引

入吹、灌、封‘三合一’无菌灌装工艺，推进多剂

量品种向单剂量品种迭代。”石家庄格瑞药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红颖介绍。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安

国 市 正 由“药 材 之 都 ”向“药 品 之 都 ”转 型 。

“走好中药材创新发展之路是我们当前的奋

斗目标。”安国市委书记张冠群表示。该市

努力推进中药材加工向饮片、配方颗粒等高

端产品升级。

想要做出好中药，优质种子和种苗是关

键。在安国市现代中药种业基地的育苗大棚

内，苍术、麦冬等种苗在恒温环境下生机勃

勃。“这里的种子、种苗经过提纯复壮后，特异

性、稳定性、均一性更加突出，能够长期保持品

种的优良性状。”安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炼

介绍。

2017 年，安国数字本草检测中心投入运

营。“质量追溯是确保中药材安全的有力抓

手。”安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杨青表示，为

了推动中药材产业进入数字化新时代，安国市

创新了中药材电子交易、第三方检测和产品质

量全程追溯“三网合一”新模式。

人才蓄势赋能

医药人才是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第一资

源。作为培养医药人才的摇篮，河北的高校构

建起了创新型医药人才培养新范式。河北的

中职院校则探索出针对应用型医药人才新的

实践方式。

“我校于 2018年获批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贾庆忠

介绍，除了强势打造药学、生物制药等特色学

科外，学校还注重培养环境和质量建设，先后

建成了国家级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多个

育人平台。

“2021 年，我们完成了教育部药学与临床

药学两个专业的联合认证。”贾庆忠表示，这意

味着河北创新型医药人才培养又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河北高校努力解决教、学、做等环节的脱

节问题。“我们自 2016 年起就开始搭建药品

生产技术‘实虚云’立体化实践教学基地。”河

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炳烛

说，目前该校已形成基于产品或工作任务的

“现场认知、仿真模拟、现场联动”教学模式。

该模式现已在全国 20 余所职业技术院校推

广应用或转化。

河北科技大学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党委

书记徐智策表示，学校加强与属地生物医药企

业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合作，利用省级、国家级

科研、教学平台，围绕生物医药技术联合攻关，

最终实现了“强”基础、“厚”实践、“长”于动手

的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一批技能型、应用型中等职业医药人

才，将为医药产业的强劲发展提供深厚的力

量。“自 2018年起，我校先后增设了药剂、中药、

药品营销、医疗设备安装与维护等专业，并探

索了‘嵌入式’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河北同仁

医学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安华介绍，目前学校已

为省内医药企业输送了 2000 余名“用得上、留

得住”的实用性技能型人才。

如今，河北各院校每年为医药企业输送数

千名现代医药工匠，大批学子已成为医药企业

创新发展的技术骨干。

药监护航品质

“我们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推

动药品安全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同频共振。”

河北省药监局局长许彦增介绍。

据了解，河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药

品安全工作促进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和

《关于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等创新性改革政策。

与此同时，河北在冀州、安国等医药产业

集中区域设立了四个药品医疗器械检验分中

心，搭建了多个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把技

术服务延伸到企业的“家门口”。

强大的监管造就强大的产业。“党的十八

大以来，‘药品质量永远第一’的理念已经深入

人心。”许彦增对科技日报记者说，这也正是河

北医药产业能够稳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制药产业发展的黄金

期，也是河北医药产业的收获期。

十年来，河北省共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454

个。全省医药产业共有 47 个产品（技术）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一等奖 13 个、二等奖

12 个、三等奖 22 个。2021 年，河北省规模以上

医药工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的大关。

集聚资源 守正创新
河北医药产业前行步伐稳健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通过加大

科技创新投入，延长食品产业链条，持续培育

规模化的食品产业。如今，这里形成了乳制

品、粮油、饮料、酒类等特色食品产业集群。随

着创新型食品企业的不断涌入和产业链条的

不断延长，这里的食品产业相比从前更加现代

化、高端化和智能化。

十年前，这里仅以传统小型宫面（一种当地传

统面食）加工企业而闻名。当时的宫面企业创新

动力不足，缺乏现代食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科技创新成就了今天藁城现代食品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藁城区委书记王锦山掷地

有声，如今藁城已形成了拥有关键技术和完整

产业链，并具有极强带动能力的现代食品产业

集群。其中，41家规上食品企业年销售总额达

到了 273亿元。

以加大研发投入助推转型升级

“2012 年，我们的销售额仅为 3000 万元。

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今年的销售额和 10年前

相比，有望增长 8 倍之多。”河北东康乳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艳君兴奋地说。

李艳君说，他们之所以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提升到公司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因为他们始终认

为，技术创新是驱动公司快速发展的内核动力，要

让基础研究与技术成果转化来助推生产经营。

李艳君回忆，公司在 2013 年组建了以博

士、硕士为主要组成人员的技术研发中心。同

时，公司决定每年拿出年销售额的 4%作为研

发经费。

多年科研辛苦，一朝终结硕果。该公司于

2015年攻克了“QMT 准纳米级油脂乳化包埋”

技术。该技术在后来被证明是生产高端功能

性脂肪粉原料的关键技术。

如今，河北东康乳业有限公司已由当年名

不见经传的乳品企业，发展成为一家集高端食

品原料技术研发和国际贸易业务等为一体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即将投产的“多

不饱和脂肪酸微胶囊产业化”项目，即将成为

功能性脂肪粉国际市场上的新生力量。

以创新延长产业链。“当年我们依托藁城

优质麦源在这里建了工厂。经过多年对面粉

原料特性的科学分析，以及生产工艺方面的攻

关，我们目前已研发出 120 多个专用面粉品

种。”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品研经

理汪孟江介绍。

“我们今年将投资 500多万元，建设市级固

态辣椒香辛料技术创新中心。”河北华田食品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素桥介绍，作为一家以产

品出口为主的辣椒加工企业，公司将去除原料

异物作为技术攻关的关键，这将彻底改变以往

依赖第三方完成产品研发和检测的状况。

同样以产品出口为主的石家庄经济技术

开发区长城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设备和工艺

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老厂房不具备多样化产品

生产条件。为使产品多样化，充分满足国际市

场要求，该公司于 2017年在藁城选址新建了年

产 5万吨的即时食品加工项目。“速冻工艺是冷

冻产品的核心。”该公司副总经理韩军正介绍，

该公司将生产设备的升级作为食品深加工企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近年来，在河北藁城有关部门的引导下，

该地区的食品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寻

求转型升级。创新之花已在藁城的食品企业

中竞相绽放。

以良好营商环境成就产业未来

“当地政府知道我们要建二期‘多不饱和

脂肪酸微胶囊产业化’项目后，积极协调解决

项目建设中各项尚未完成的相关手续，有力地

保障了项目的顺利进行。”李艳君说。藁城良

好的营商环境，让公司最终选择将该项目落户

藁城。

十年来，李艳君见证了藁城营商环境的不

断改善。如今，藁城“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促

进创新”的理念已经广泛覆盖了该区的现代食

品企业。

“为了让食品企业在藁城放心投资、安心

发展，我们对辖区内的食品企业实施包联。区

委领导逐企结对帮扶，力促食品产业数量倍

增。”王锦山介绍。

与此同时，藁城区委区政府也在不断地创

新服务形式。“去年 12月，我们围绕食品企业技

术需求、生产问题等内容，举办了专场对接活

动。”王锦山说。在该对接活动上，有 5 名专家

教授与 13 家食品领域优秀企业代表面对面交

流，共挖掘出 25项技术需求。

2020年，藁城提出食品产业倍增计划。该

区以发挥龙头食品企业带动作用为重要抓手，

推进建设一批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同时，藁城计划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出一

批拥有特色配方以及自主专利产品的创新型

食品企业。

2021 年，藁城启动现代食品产业园建设。

“到 2025年，我区将实现食品产业规模倍增，现

代食品产业规模总量有望突破 500亿元。”王锦

山信心满满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食品工业收

入、规模以上企业、入园企业的数量都将实现

“三个翻番”。

以科技促食品业蝶变，河北藁城谋划“三个翻番”

◎实习记者 陈汝健 通讯员 秦 思

标杆看变迁

“我们自主研发的电容膜可以做到最薄

2.3 微米。”7 月 8 日，河北海伟集团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超薄型聚丙烯电容膜研发

团队牵头人宋文兰说道。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是成功。”宋文

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从一名车间操作员

起步，在见证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成为了超

薄型聚丙烯电容膜研发这一国家级科研项目

的牵头人。

对技术参数了然于心

2012 年，33 岁的宋文兰开始担任河北海

伟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公司

正在扩建第 2条和第 3条电容膜生产线，从设

备到技术再到工艺，都只能从国外引进。当

他看到处处都是英文标识的时候，宋文兰暗

下决心，必须打造真正的“中国膜”。

宋文兰带领团队对超薄型电容膜项目进

行了研发攻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

熟练掌握了电容膜生产线上所有岗位的操作

要领，就连长径比、压缩比、熔体等技术参数，

他也了然于心。

2012 年，公司开始扩建第 4 条电容膜生

产线。宋文兰在摸透新设备各项性能指标的

基础上，对设备和工艺进行了改造升级，使得

电容膜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提升。

上千次实验破解难题

“当时市场效益还不错，但是产品多用于

中低端制造领域。”宋文兰在谈及进军超薄型

电容膜领域的经历时说。至于太阳能、风力

发电、新能源汽车、超级动力电池等高端领域

的电容膜，仍然需要进口。

为了彻底打破电容膜领域固有的市场格

局，掌握我国电容膜领域在国际市场上的话

语权。2014 年，宋文兰走出了舒适圈，牵头

成立了超薄型聚丙烯电容膜研发团队。在他

的带领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到 35岁的年轻人

开始了 3微米以下超薄电容膜的研发。

从 5 微米到 3 微米，仅仅两微米的厚度，却让宋文兰团队持续探索了整整 7

年。“超薄型电容膜，从技术到工艺都是颠覆性的。仅在解决电容膜受热不均问题

上，我们就进行了上千次实验，用掉了数吨原材料。”宋文兰说。

回顾 7 年的研发历程，团队成员曹朝志感慨道，宋文兰的那份执着感染

了每一个人。为了解决张力和电晕相互影响的问题，宋文兰用了近一个月

的 时 间 ，天 天 泡 在 车 间 里做测算，最终破解了这一当时令很多专家束手无策

的难题。

2021年，该公司第 5条电容膜生产线正式启动建设。

“我们还不能算行业的领跑者，只能算后来者居上吧。”宋文兰说。

目前，宋文兰团队正在进行“特工级超薄型电容膜、新能源超级动力电池和超

级电容器材料”的研发。这些研发有望解决长期以来动力电池充电时间长、续航能

力差的难题，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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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海伟集团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操作分切机分切电容薄膜
李冰摄

①石家庄一家制药有限公
司的工人在医药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②石家庄以岭药业工作人
员正在检查样品

受访者供图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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