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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宇

这里是我省首家集细胞储存、应用研
究、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这里是国内储存免疫细胞技术唯一
经过专家验收合格的单位。

这里的细胞储存设计产能亚洲规模
最大。

这里已获得授权专利67项，发明专利
40项，这每一项授权专利技术都在传递出
独特的创新性和新颖性讯息……

天晴干细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晴股份”），总部坐落在哈尔滨新区，
2010 年开始运营建设。主要从事细胞储
存、干细胞和免疫细胞基础及临床研究、
sPL 再生技术研究。公司现有员工 129
人，建有 29 人组成的干细胞科研人才团
队。

“做中国再生医学技术的创新者，器
官逆龄抗衰的领航者”“用可再生的细胞
技术，延长不可再生的生命。”走进天晴股
份，随处可见的标语展现着企业的责任与
初心。

十多年前，我省细胞产业领域尚处空
白。作为黑龙江人，天晴股份董事长刘彦
青从起步就瞄准了干细胞核心技术，即干
细胞分化诱导技术，通俗讲就是将一种干
细胞变成多种干细胞的能力。

“有了战略目标，接下来就是选对人
的问题。为了找寻人才，我们不远千里去
北京、上海等地找寻专家，最后终于将曾
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学者张怡博士引
进黑龙江，开创了黑龙江的干细胞产业。”
刘彦青说。

如今已是天晴首席科学家的张怡，加
入天晴的短短几年里，就带领团队建立了
亚洲最大的细胞储存中心，储存细胞容量
可达 500 万份，成为具有储存包括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胎盘亚全能干细胞、胎盘间
充质干细胞、胎盘组织、成人脂肪组织、
NK 细胞、肿瘤组织等能力的全国储存品

种最丰富的组织样本库，填补了黑龙江在
干细胞储存、免疫细胞储存和再生医学技
术研发应用领域的空白。

尤其是 sPL 再生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更是将天晴推向再生医学领域的新高峰，
成为我省唯一一个通过省卫健委批准、可
临床应用的再生医学项目。

张怡介绍：“sPL就像一把‘万能钥匙’，
可以定向激活体内休眠的内源性干细胞，
使这些干细胞分化成更多新生的细胞，从
而替代该部位衰老的细胞。sPL可广泛用
于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细胞损伤或老化
性疾病，如治疗骨关节损伤、半月板损伤、
皮肤老化、毛发脱落、牙齿松动、疼痛等重
大难治愈疾病。”

目前，天晴股份的 sPL 项目已经实现
了全面的临床转化。sPL再生技术治疗骨
科疾病、sPL 再生技术美容抗衰老、sPL 再
生技术治疗脱发及 sPL再生技术牙槽骨萎
缩修复服务已进入全国30多家医疗机构。

“sPL 再生技术的应用是一个不断探
索的过程，临床有需求，我们就有相应的
研究。”眼下，张怡和她的科研团队还在利

用 sPL技术在多个新领域发力着。
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生物经

济，将生物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换道超
车的新引擎之一。作为黑龙江省重要的
生物经济企业，天晴股份更是坚定了未来
的发展方向。

“黑龙江省具备发展生物经济的资
源、创新、产业、应用场景等优势，拥有雄
厚的发展基础和极大的发展潜力。天晴
在黑龙江发展这么多年，感受到黑龙江民
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无论从省里还
是到市里，都非常支持干细胞领域的创新
和产业发展，从项目立项到科研、生产等
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省政府、市政府都
积极帮助解决。”刘彦青说，现在真是到了
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代。

谈及下一步发展方向，刘彦青表示，
天晴股份主要有两个计划，一是在科技上
将继续锁定“一滴血诱导多能干细胞”项
目，让干细胞用于人体再造和生命的延
长。另一个则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将加大
市场产业化，让好技术造福更多人民，助
力人民健康。

天晴股份 探寻干细胞“万能”的秘密
民企

□黄晓菲 钱玺勇 本报记者 韩波

眼下正是早春餐桌上最受欢迎单品
蒲公英的旺销季，延寿县玉河镇长胜村
一栋栋蒲公英棚室里，满棚绿意绽放别
样春光，忙着收割蒲公英鲜叶的村民脸
上难掩笑意。

“蒲公英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婆婆丁，
春季畅销的抢手菜，蘸酱、包饺子都行，

味道鲜美。1斤批发价最贵时能卖20多
元。”正在自家蒲公英大棚里采摘的村民
李海英介绍。

棚室内，刚刚收获的蒲公英整齐摆
放，前来帮忙的几位村民挑拣着鲜叶，准
备销往市场。李海英说，利用水稻育秧
大棚种植蒲公英已经有 6 个年头，家中
360 平方米的大棚，每年能带来近 5000
元的收益。如今在长胜村，像她一样每

年种植蒲公英的村民有10余户。
原本在野外生长的蒲公英，成了带

动村民增收的“一村一品”。对此，长胜
村党支部书记王丽波感触很深：“长胜村
人多地少，光靠种粮收入有限，村‘两委’
一直琢磨带领乡亲搞特色种植。”王丽波
说，几年前看到城里人跑到野外挖婆婆
丁，便领着村民利用水稻育秧大棚发展
蒲公英种植，鼓起村民“钱袋子”。

“每年 6月水稻秧苗移栽进大田后，
村里育秧大棚空出来，村民就把蒲公英
籽撒进大棚，来年开春就可以采摘上
市。”王丽波介绍，通过精心管护，加之不
用化肥、农药，村里种植的蒲公英成了远
近知名的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眼
下，正值蒲公英上市的好时节，每天都有

二三百斤蒲公英鲜叶从长胜村送进县城
蔬菜店、端上百姓餐桌，村民也因此获得
可观收益。

“如今，我们希望有更多销售渠道，
如对接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和连锁生鲜超
市，扩大种植面积，打造集销售、观赏于
一体的‘蒲公英村’。”王丽波说。

“蒲公英种植是发展庭院经济，打造
‘一村一品’的成功尝试，玉河镇正计划
复制长胜村经验，把全镇水稻育秧大棚
利用起来，通过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的
方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形成集蒲
公英种植、加工、销售、观赏于一体的综
合产业链。”延寿县玉河镇副镇长仲宪双
表示。

绿意满棚。 本报记者 韩波摄

□黄永兴 本报记者 吴树江

28日，在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六分

公司水库渠首，两台挖掘机正昼夜不停
进行破冰作业，为春季水库引水蓄库打
好提前量，保障春耕生产用水安全。

八五六分公司共有耕地 79.58 万
亩，其中依靠穆棱河水自流灌溉面积约
14万亩。为备足春季泡田用水，分公司
提早谋划，调足机械力量对闸口、渠道
内的积雪、冰凌进行清理，严防进水口、
闸口、渠道冰凌淤积、叠高对春耕生产
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分公司还针对当
前气温回升较快，容易出现河道冰凌淤
积、闸口堵塞的情况制定了防汛巡查预
案措施，备足抢险物资，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确保渠系畅通，顺利将早春河水
引入青山水库，为春耕春播工作提供可
靠的水源保障。

八五六分公司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副主任董长青介绍：“春季引水蓄库工
作自3月27日开始，预计到4月初结束，
届时青山水库将蓄水4362万立方米，可
很好地满足辖区灌溉需要。”

挖掘机破冰畅渠作业。
黄永兴摄

婆婆丁鼓起村民
“钱袋子”

（上接第一版）哈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的赵成志教授表示，他
与很多地方的科技局有联系，齐齐
哈尔市科技局的服务意识是其中特
别强的，“他们不是联盟成员，也不
是执行秘书，但一定是联盟里的核
心力量和服务担当。我有事找他
们，他们总是回复‘必须行’，并迅速
对接上。”

深刻交锋中改变认知

除了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联
盟还通过年会上的应用技术论坛、

“请企业进院校看成果，邀专家进企
业挖需求”等渠道，加大双方思想领
域深刻交锋，协同发展。

中车齐车金属材料首席专家李辉
说，论坛上，每年都有两三名业内顶尖
专家做专题报告，释放行业最前沿理
念，给予企业方向引领。“老总们每次
都会认真记录，生怕错过一个知识点，
会后来电索要影像资料。只要专家同
意，我们都会双手奉上。”郭晓飞说。

张景利表示，这个论坛的含金
量特别高，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生
产中的技术难题。例如清华大学一
位教授报告中讲的锻件质量控制问
题、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专家讲的大
型钢锭质量偏析问题……

另外，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的学
科带头人在一次论坛上作的报告，
在钢结构、如何炼钢等方面带来创
新思维，甚至改变认知，北钢代表当
即抛出橄榄枝，其研发的技术至今
仍在北钢使用。

张景利表示，通过联盟搭桥，他
们与沈阳创新设计研究院签订了

“共建重型国家工业设计院”合作协
议，已被工信部列为培育单位，今年
年底前建成，黄河以北唯一一家。

联盟在融合中不断进化

通过联盟，很多成员单位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国内各大材料
领域科研院所都进来了。齐齐哈
尔市科技局副局长尤佳丽说，这个
联盟已突破了材料领域产学研联
盟的概念，是“产学研用”四位融合
一体的联盟，甚至可以拓展到机械
等领域，为齐齐哈尔的发展点燃了
科技引擎。

李辉介绍，2020 年联盟请到了
科技部新锐经济学家尉迟坚。因
为观点新，企业老总们对此都很感
兴趣。专家的方向引领已不限于
材料本身，包括企业管理、行业理
念等多角度多学科、多范围的融
合。

“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金属新
材料产业联盟与我们的联盟完全
契合，2019 年整建制加入了我们的
这个联盟，密集交流后，我们组织
本地企业家两次去大湾区考察，促
成很多合作。”张景利说。

“我们还与东北振兴创新设计
产业联盟进行了互融互通合作。前
几天，我们带队去沈阳看了他们联
盟成员单位——沈阳创新设计产业
研究院和新松机器人。他们的工业
设计已实现全产业链，真的太震撼
了。”权亚秀说，齐齐哈尔制造业企
业众多，如果在生产前端进行工业
设计纠错等，将能进一步保障企业
产品质量。

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中心主任董贵文表示，目前，三
大产业联盟携手，超过 200 家成员
单位集聚，为形成跨地区、跨领域、
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金属新材
料产业联盟提供了典型范例。

“搭桥”的高段位和大能量

关国锋：
当好自然资源保护排头兵

□本报记者 杨桂华
又是一年春来早。23日清晨，关国锋来到哈尔滨市松北区万宝镇远处

的农田，这天他要带领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的技术人员，在这里开
展自然资源卫星数据服务春耕及黑土地植被变化情况的调研。22年来，他
始终坚守在国土规划和自然资源保护一线。

关国锋，现任黑龙江省自然资源权益调查监测院院长，黑龙江省自然
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主任。虽然才40多岁，但他满头乌丝已白了大半。
日前，关国锋入选了自然资源部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国土空间规划
行业）科技领军人才。这是继他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自然资源
部杰出青年人才、省劳动模范、省长特别奖等荣誉后的又一殊荣。对此他
只说，自己又承担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由于在国土规划领域的出色表现，他还作为我国的援外专家，远赴非
洲为推动中外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国锋是我省黑土地保护利用
专家组成员，多年来一直扎根耕地保
护问题研究，完成的《三江平原东部
地区土地整治重大工程规划》，为我
省一次性争取国家土地整治资金近
50 亿元，获得省长特别奖。组织完
成的《东北商品粮基地土地保障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总结形成了东北地
区耕地保护的核心技术。主持完成
的我省首个《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
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为科学协调
耕地保护与建设占用矛盾提供了规

范指引。他主持完成了我省参与国
家补充耕地占补平衡规划，为争取国
家保护耕地专项资金提供了科学依
据。

目前，他正带领团队围绕落实
国家《黑土地保护法》和《黑龙江省
黑土地保护条例》，积极开展黑土地
调查监测体系构建工作，组织完成
了全省土壤二普成果数字化工作，
制定了黑土地调查通则和调查监测
成果汇交规范，为全面开展黑土地
调查监测提供了科学依据。

扎根黑土地做保护研究

关国锋对卫星技术在自然资源
领域的拓展应用情有独钟。他带领
团队聚焦自然资源主责主业，积极推
动自然资源卫星技术产品在自然资
源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了省级自然
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建立。他一
边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一边围绕地方
和横向部门的应用需求，深入开展技
术攻关，制定了我省自然资源卫星应
用技术体系建设规程、典型地物光谱
库建设规程等省级标准；大力实施6
项应用示范研究，为推动自然资源卫

星数据在龙江本土化应用打下坚实
基础。

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省级中心
从体系建设、平台研发到示范标准应
用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卫星数据已在
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提前达到了验收标准。目前，已促成
我省自然资源卫星首个省部合作项
目，推动与林草、地矿、住建等领域战
略合作。以哈尔滨新区为试点，积极
推动地市分中心建设，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推进自然资源领域卫星应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双碳”工
作，责成省自然资源系统编制自然
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规划。“这是一项
全新工作，在国家没有上位规划、其
他省份没有借鉴经验的情况下，规
划编制是一项全新挑战。”关国锋
说。他带领团队深入市县开展调
研，科学分析研判我省碳汇的优势
和问题，对我省森林、草原、湿地、农
田、冻土五大生态系统 2030 年的固
碳增汇作了科学安排，编制形成了
全国首部省级自然生态系统固碳增
汇规划，为我省“双碳”目标的实现
提供了科学的规划依据。

为深入推进碳汇技术成果推
广应用，他组织团队联合东北林业
大学、黑龙江省生态地质调查研究
院，依托我省在碳汇领域的研发优
势，成功申报“东北黑土区自然生
态系统固碳增汇工程技术创新中

心”，这也是我省获批建设的自然
资源部的首个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为我省“双碳”研究打造了高水平
创新平台。

多年来，他潜心国土调查、规划
科技研究，主持或参与省部级、地厅
级项目50余项，出版专著9部，发表
论文50余篇，取得专利3项、软件著
作权 3项，形成很多创新性成果，为
推动我省乃至全国土地管理和自然
资源科学政策理论创新发挥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目前，他正带领着团队积极开
展省级自然资源卫星中心建设、增
汇规划编制、委托代理试点研究，大
力推进黑土地保护监测体系构建。
他说：“我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
者，作为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一员，
我要为黑龙江自然资源保护工作贡
献绵薄之力。”

为“双碳”目标提供科学规划

本报29日讯（芦长荣 记者姜斌 刘畅）“开播
啦。”29日，在北大荒集团红星农场有限公司第三
管理区的有机小麦专属基地，大马力拖拉机在田
间来回穿梭，将优选种子播种到肥沃的黑土地
里，拉开了红星农场有限公司3万亩有机小麦高
标准播种的序幕。

“我们抢抓今春气温回暖早、土壤墒情好的
有利时机，在去年秋施肥的基础上早准备、早播
种，在播种前使用圆盘耙进行耙地散墒作业，平
整土地，保证播深一致；播种时预留大型自走式
喷药机作业轨迹道，为后期生物防病做好准

备。”红星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张红
亮介绍。

工作人员将种子和肥料一起装进播种箱，伴
随着农机轰鸣声，一粒粒饱满的有机小麦种子被
播撒进黑土地，播种、施肥、覆土、平整等工序一
气呵成，一派繁忙的春播景象。

亲民公司原料部经理贲志臣说：“我们有机
小麦以龙麦 35 品种为主，这个品种经过多年种
植尝试，非常适合北纬 48 度积温带种植。看看
我们的有机小麦种子，颗粒饱满，每一颗种子都
经过生物药剂的包衣处理，为有机小麦的产量和

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除了种子品种好，还要靠
过硬的技术来完成高质量播种。我们严格按种
植规程播种，作业速度每小时不超过 6 公里，并
保持匀速作业，确保小麦镇压后播深在4~5厘米
中间，行间播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

相关工作人员还对有机小麦播种作业进行
了现场监管，机车播种过后工作人员实时检查作
业质量，确保播行笔直、播严播实、到头到边、不
重不漏，实现一次播种保全苗，为有机小麦高产
稳产打好基础。

播种现场。 芦长荣 侯越摄

有
机
小
麦
开
播
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