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编：
王传来（0451-84692714）
执编/版式：
李树泉（0451-84655635）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到2026年，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力争达到
40万亩，生物医药产业全口径营业收入突破
100亿元，建成全省重要的生物医药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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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伟民

19日下午，在第三十三届哈洽
会上，鸡西市重点产业推介暨“汇智

龙江”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交流会举行。
推介会上，生物医药产业成为今年鸡

西重点推介的产业之一。交流会上，生物
医药产业的发展成为与会企业家和专家共同

研讨的中心议题。
鸡西市提出，到2026年，该市中药材种植

面积力争达到40万亩，生物医药产业全口径营
业收入突破1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成为全市

战略性主导产业，建成全省重要的生物医药
制造基地。

19日的活动，是鸡西市向着这个目标
所做的又一次方向定位和强力推进。

一个区域产业的发展和兴旺，必
然建立在该区域内的资源禀赋基础之
上。鸡西市就具有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所需要的丰富的物质资源。

“鸡西市地处长白山系完达山与
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交汇地带，地貌特
征为‘四山一水一草四分田’，有非常
丰富的野生中草药资源，也有着优异
的适合中草药种植的自然条件。”鸡
西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对
记者说。

据国家第三次野生中药材普查结
果显示，鸡西境内拥有野生中药材
231 种，列入国家药典并已开发利用
的达 100 余种，尚有 100 余种待开发，
资源潜力丰富。

由于有着优异的适合中草药种植
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当地的一些农民
有种植中草药的传统，鸡西市中药材
种植一直颇具规模。2023年，该市中
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35.6 万亩，主栽品

种涵盖了刺五加、五味子、黄芩、赤芍、白鲜皮、苍
术、月见草、蒲公英等，逐步形成了虎林刺五加、
密山月见草、鸡东紫苏、恒山蒲公英等主栽品种
规模化种植基地。

鸡西市产出的中药材质量上乘，引进种植的
丹参中，丹参酮含量和丹酚酸B含量均在国家药
典标准2倍以上，刺五加浸膏含量超过药典标准
50%～80%。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该市以刺五加为主导的“寒地龙药”产业规模效
益显著提升，成为“寒地龙药”刺五加产出的新高
地。2021年，该市率先将“鸡西刺五加”“鸡西蒲
公英”以地域冠名，并纳入“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保护体系。

鸡西市依托原梨树区山产品大市场，目前，
已将之发展成为东北三省线下最大的野生中药
材及山产品交易集散地。截至 2023 年，该市场
入驻商户达到200余家，与全国近百家药企实现
贸易往来，年交易额达到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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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资源，为鸡西市生物医药产业的
强势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市生物医药产
业规模也在逐年扩大。

据统计，截至目前，鸡西市拥有规上生物
经济法人单位近 40 家。其中，规上医药企业
9家。2023年，全市规上生物医药企业总产值
达到 32.3 亿元，同比增长 16.7%，实现营业收
入 25.1 亿元，同比增长 11.8%，营收规模连续
保持全省前三名，生物医药企业营业收入实
现25.1亿元，同比增长11.8%。

截至目前，鸡西全市生物医药制剂共有
注射剂、冻干粉针、固体制剂等 20个剂型 280
多个品种。

乌苏里江制药有限公司主打产品刺五加
注射液先后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中国名牌产
品奖、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刺五加注射液市
场占有率达到70%以上。

黑龙江野宝药业有限公司的鹿心血粉入

选首批黑龙江省区域公用品牌“九珍十八
品”。域内龙头企业珍宝岛药业于 2014 年在
上证A股主板成功上市。

新曙光刺五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品
牌直营店 36 家，生产的刺五加系列保健产品
畅销全国各地。

鸡西市域内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也
初步显现。全市规模以上医药企业2022年度
R&D研发投入达到3100万元，依托医药龙头
企业开展创新药设计与研发、化学创新药及化
学仿制药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中药提
取、分离、纯化等关键技术，开展“腺苷钴胺”、

“刺五加多糖抗肿瘤作用机理质量标准生产工
艺研究”等项目研究4项。坚持企业出题、科研
解题、市场阅卷，挖掘梳理生物医药企业关键
技术需求，搭建科技攻关平台，加快攻克产业
关键技术难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2023年，鸡西市组织企业申报省级“揭榜

挂帅”项目，全乐制药的“刺五加系列产品基
础及临床研究”项目和黑龙江乌苏里江药业
的“刺五加多糖抗肿瘤作用机理、质量标准、
生产工艺研究”2 个项目获得省科技厅支持，
总揭榜资金2225万元，全省生物医药产业“揭
榜挂帅”项目均“花落”鸡西。

近年来，珍宝岛药业与中国药科大学、山
东省药学科学院新药评价中心等 4 家高校科
研院所加强产学研用合作，其研发的“抗流感
I类新药”等项目先后获得省科技厅的省科技
重大专项、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资金
支持1626万元。

现在，鸡西市正在强力推进珍宝岛药业
的药品生产线及附属设施改造、乌苏里江制
药的提取车间技术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14
个生物医药产业项目。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
并投产，鸡西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将进一步发
展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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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因素。
前不久，鸡西市科技局对全市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调研结果显
示，该市的生物医药产业存在着高新技术企
业少、产业链条不长、创新人才不足等问题。

针对这些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的
问题，鸡西市强化产业政策扶持，制定出台

《鸡西市支持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实施细则》《鸡西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实施方案（2023—2026 年）》，进一步整合创
新资源，完善政策体系，真金白银，全力以赴
支持生物医药企业科技创新，助力生物医药
产业全面振兴，加快形成生物医药新质生产
力。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
主体作用，推动医药企业与国内外研究机构
研发合作，积极对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
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医疗机
构，共建研发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产
业研究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中成药
重点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攻关，
集中力量开展中药领域关键应用技术攻
关和转化应用，补齐发展短板，加速突
破中成药二次开发、仿制药研发等重点
领域瓶颈问题，推动中药工艺和工程化
技术产业化进程。利用鹿茸、五味子、
刺五加、黄檗、防风、平贝、熊胆等道地
药材和特色药材，研发具备中药活性
成分的现代中药产品、中药经典名方复

方制剂及配方颗粒饮品等新型中药产品。
强化创新人才支撑，用好《新时代鸡西创

新发展30条》等人才政策，实施“金鸡计划”，
着力引进产业领军人才和创业创新团队。加
强医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通过科研院
校代培、聘请专家授课、组织外出学习等方
式，培养一批领军型医药企业家。强化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医疗
机构合作培养实用型技术人才。鼓励设立创
业创新中心等人才培养平台，加强协同创
新。建立健全技术、技能等要素参与的收益
分配机制，完善激励保障机制，鼓励通过技术
入股等形式，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加强同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合作，柔性引进人才。

科技创新赢未来 4

正在运行的生物制药企业生产线正在运行的生物制药企业生产线。。

珍宝岛药业厂区整洁而现代。 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黑龙江全乐制药有限公司。。

强力推介谱新篇

5月19日下午的鸡西市重点产业推介暨“汇智龙江”
生物医药产业合作交流会气氛隆重、内容丰富。

鸡西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成坤在致辞时说，当前，鸡
西正聚焦打造百亿级生物医药制造基地，推动生物医药
产业“增智赋能”加速崛起。此次活动既是一次重要的招
商推介，更是一次深化科技合作的经验交流，必将进一步
激荡资源优势，提高产业链层级，带动产业研发和成果转
化再上新台阶。

在随后的产业推介上，鸡西市向与会嘉宾重点推介
了10个谋求合作的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梨树区北药及绿色农产品产业园建设项目。该项目
规划用地面积30万平方米，重点打造中药材交易中心、知
识产权交易中心、医药商业基地、医药研发孵化基地以及
绿色农产品收购、加工、仓储、物流、交易为一体的现代化
产业园区。

鸡东县中医药加工项目。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15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中药煎制、原料药生产。

密山市十万亩北药GAP基地及初加工项目。该项目拟
建设规范化种植基地10万亩，建设中药材初级加工厂1个。

恒山区北药深加工项目。该项目拟建北赤芍、升
麻、白藓皮、刺五加等药材种植基地，同时新建 1 座

北药精深加工厂和2条中药精深加工生产线。
虎林市刺五加保健品开发及种植项目。该

项目拟建厂房、库房，新上刺五加原浆生产线、
刺五加软胶囊生产线和刺五加晶生产线，建
设刺五加规范化种植基地。

……
在医药产业合作交流环节，上海中医药大

学陈凯先院士在发言时说，鸡西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要不断加深与国内外一流顶尖科研院
所、高等学府的合作交流，集中资源开展有组
织的、有目标的、有计划的科研攻关，一体化思

考布局“创新—转化—应用”全流程；要采用新技
术、新方法开展科学研究，重视AI、人工智能等颠

覆性新技术对科研组织模式带来的改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邬堂春、上海中

医药大学副校长舒静、上海科学院院长秦文波、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喜

军等也分别作了发言，就鸡西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出
各自的建议。

记者获悉，鸡西市人民政府与上海科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将在
产学研协同创新、新兴产业培育、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鸡西市多家生物
医药企业也将与省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谋合作，带动鸡西生物医药产业研发和
成果转化再上新台阶。

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强势崛起强势崛起未来可期未来可期

本版图片均由鸡西市委宣传部提供

药厂智能化生产线药厂智能化生产线。。

生物制药厂智能生物制药厂智能
化生产车间化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