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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莺）心血管疾病患者
通常需要长期服药，利伐沙班和阿司匹
林的组合可降低卒中和心血管死亡风
险，但每片含量2.5mg的利伐沙班进口
量很小，患者很难买到。记者从滨海高
新区获悉，天津药物研究院近日成功研
发利伐沙班片（2.5mg），并获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证明文件，成为首个获
批上市的同品种国内仿制药。“每片含
量在20mg、10mg的大规格利伐沙班片
更适合患者的静脉血栓防治，而2.5mg
产品更多用于动脉血管事件的预防，如
卒中、心肌梗死、严重肢体缺血等。此
次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质优价
低，将造福更多冠心病和周围动脉病患

者。”天津药研院研发人员介绍。
据研发人员介绍，在项目研究过程

中全面进行处方工艺考察，成功解决了
原料药含量较低带来的均一性问题，并
制定严格的内控标准，完成了人体生物
等效性试验，充分保证自研品与参比制
剂质量等同、临床等效，从注册到获批
仅用时12个月。

自从仿制药进入集采后药品生产
企业利润较低，但含量2.5mg的利伐沙
班更适合国内患者体质。“我们就是要
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和身
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研发人员告诉
记者，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临床研究表明，仅

用阿司匹林不足以解决慢性冠状动脉疾
病或外周动脉疾病引起的潜在血栓风
险，利伐沙班片与阿司匹林联合用药，能
为存在缺血事件高风险的CAD（冠状动
脉性心脏病）或PAD（外周动脉疾病）患
者，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卒
中的风险。

记者从市工信局生物医药产业处
获悉，天津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近几年稳
步增长，在中药、化学药、生物制药、医
疗器械等领域，优势产业全国领先，创
新产品不断涌现。“未来，我们将继续为
临床需求源源不断输送高品质药物，为
我国医疗健康事业发展、为百姓生命健
康贡献津企力量。”研发人员表示。

津企研发国内首个获批上市利伐沙班（2.5mg）仿制药

做好“中国药”护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刘宇）连日来，静海区
消防救援支队精心部署、多措并举，组织
骨干力量成立多支服务队，全力投身灾
后重建工作，助力全区按下“恢复键”。

据了解，针对灾后企业复工复产，
静海区消防救援支队积极开展消防安
全上门检查指导服务，就做好火灾预
防、火灾初期扑救、疏散逃生以及完善
消防安全制度、正确使用消防设施器
材等对各企业员工进行现场培训。同

时，结合化工企业消防安全风险点，对
台头镇内14家化工企业化学物品的种
类和储量、运输方式、生产工艺流程、
重大危险源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实
地检查测试消火栓、灭火器等消防设
施，及时消除了一批火灾隐患，净化了
辖区内的消防安全环境。
“员工返岗情况如何”“复工复产消

防安全排查情况如何”“复工复产方案制
订情况如何”……技术服务队仔细翻阅

复工复产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宣传培训
资料，实地察看企业生产作业现场消防
安全管理情况，并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通过广泛发动行业主
管部门及属地镇街开展联合检查，对恢
复营业的沿街商铺、门店开展提示性检
查，重点督改违规用火用电、电动车违规
停放充电、堵塞占用疏散通道等隐患问
题，确保场所消防安全持续稳定。

支队还主动对接属地政府，积极参
与灾后消杀工作，迅速组建消杀队伍，对
街镇主街道、市场、卫生院、居民区等区
域开展强力消杀，确保消杀彻底、万无一
失。截至目前，共消杀约30000平方米
区域，筑牢灾后重建“防疫线”。

静海区消防救援支队积极助力灾后重建工作

企业复工复产 消防安全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马明）今夏海河流域
性特大洪水发生以来，市商务局第一
时间成立防汛抗洪保供专班，采取精
准有效措施，稳定本市货源供应，保障
市场总体物丰价稳和灾区群众、抗洪
抢险前线需求。

闻“汛”而动，建立快速响应机
制。市商务局动态研究防汛抗洪新形
势新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对保供工作
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设立防汛抗
洪保供专班。抽调市场运行处、市场
建设处、流通业处、市场秩序处、安监
处10名党员业务骨干组成综合组及静
海、武清、西青、北辰4个保供组。

听“令”而行，问诊摸脉精准施
策。市商务局负责同志每日听取保供
专班工作动态汇报，专班长日夜坐镇

调度指挥。各组迅速启动应急模式，
连日来，现场“问诊摸脉”，统筹“开方
抓药”，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精准
施策，确保保供措施迅速、持续发力。

统筹研判，同频共振形成合力。
保供专班综合组紧盯市场供应“牛鼻
子”，与海吉星批发市场、金钟河批发
市场、华润万家超市等重点保供企业
对接，摸清市场供应、货源地汛情、交
通线路等情况，第一时间推动重点批
发市场加大内蒙古、张北周边等货源
充裕地区的调运力度；组织重点企业
与甘肃、宁夏、云南等产地对接，推动
叶菜源源不断进津，确保市场供应“品
种不少一个，规模不减一分”，快速稳
定市场价格。

深入一线，上下同心携手联动。4

个保供组发挥“突前尖兵”作用，第一时
间赶赴防汛一线。他们顶风冒雨走访安
置点位，随时掌握安置点群众生活状况
和需求情况；就近走访、组织大型超市和
配餐企业统计应急资源，做好洗漱用品、
卫生纸、花露水、盒饭等物资的应急准备
工作，保障向每个安置点可一次性配送
1000人份应急物资包，向4个区一次性
提供热餐24.1万份/天，保障7万人三餐
需求；调度市食品集团、市供销总社累计
向前线输送毛巾1.8万条、手套2.6万副、
功能性饮料7.4万瓶、牛奶1.6万袋、面包
1.2万个；积极向不同类型企业宣传前线
抗洪队伍的艰辛，赢得电商平台、内外资
企业的大力支持，累计协调捐赠功能性
饮料4.25万瓶、面包3.8万个及方便食品
若干。

市商务局成立防汛抗洪保供专班稳定货源供应

保市场物丰价稳 解一线后顾之忧

近一段时间，有关甘肃天水古城因商业

化运营带来的诸多问题，引发网友关注。

据央视新闻报道，甘肃天水古城是我国

西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之一，许

多古街、古院落见证了古城历史。近年来，

天水市政府投入约8亿元用于古城抢救性保

护，包括环境整治、古建筑修缮等。然而仅

仅两年时间，古城就迅速商业化，原本用于

保护修缮的院落建筑，现被改建成酒店、商

店、餐厅等商业项目，只剩三处仍免费对外

开放。其中，一处明清古院落甚至被改建成

日式寿司餐厅，原有的砖木结构及青瓦已不

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式糅合建筑，与古

城整体风格格格不入。

古建筑、古街区之于城市，不仅是老屋

旧瓦，更是历经岁月沉淀、极具地区特色的

文化符号，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财富。如今，

这些历史遗存也是各地文旅融合的重要物

质基础和历史文化载体之一。通过有效的

保护开发、商业化运营，让古建、古街、古城

活起来，焕发出新生机，不仅有利于助推当

地文旅产业发展，也是对古建的一次“唤醒”

与“拯救”。

然而遗憾的是，从此前的报道中不难发

现，一些地区在对古建筑、旧街区改造开发

的过程中，往往是开发大于保护，甚至出现

大批非本土商品进驻和异地文化“入侵”，导

致许多古镇、古城成为失掉灵魂的空壳。

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开发经营者都

要清楚，没有保护就没有开发，放纵管理、盲

目逐利地过度商业性开发，只会使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湮没在人声喧嚣和铜臭味儿里，

损害古建筑固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韵味。

历史古建是文旅开发中的宝贵资源，如

何找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完美契合点，考验

着管理者的智慧。对此，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管理和开发监管，严格

遵循相关保护规定，通过提前谋划、科学设

计，明确可开发经营的方向、范围，使保护与

开发相得益彰。

古建的保护与开发
应找到完美契合点

李思

今晚谈

本报讯（记者岳珊）今年以来，天津经
开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优化
产业结构，全力保项目、抓进度、促投资，产
业项目加快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民生项目保障有力。今年1月至7月，经开
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9%，增速较上
半年加快4.1个百分点。

新增项目数量、投资规模均大幅增
长。1月至7月，经开区累计新增项目166
个，同比增长 15.3%，其中，计划总投资
5000万元及以上项目 80个，同比增长
35.6%。新增项目计划投资总规模达373.5
亿元，同比增长95.7%。新增项目完成投
资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9.8%，拉动经开区
投资增长27.8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经开
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及增长。

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经开区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4.6%。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同比增长17.3%，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
长1.7倍。

重大项目支撑作用显著。中石化
LNG三期、北化院化工科学试验基地、中
关村科技创新产业园等45个项目完成投
资额超亿元，合计投资占全区比重达到
82.7%，“稳投资”支撑作用显著。

今年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
资稳中向好

166个新项目落户泰达

昨日，由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基

金会与天津嘉里中心携手共同开展的

公益专项行动——海河沿岸救生设备

铺设正式启动。

该公益专项行动重点围绕海河流域

的救援工作，在海河两岸铺设救生设备，以

便发生溺水等突发事件时可就近取出救

生圈、救生绳、救生衣等及时进行施救。昨

日，首批40套救生设备在金阜桥至进步

桥段的海河两岸同步铺设。下一步，铺

设河段将延伸至“天津之眼”附近。

本报记者 黄建高文 曹彤摄

配备救生设备
应对突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