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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莺 王绍芳）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近日，
滨海高新区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壮大
再度“添砖加瓦”——成立天津市细胞
产品监管科学创新发展基地（下称发展
基地）。“高新区将会同市药监局从研
发、产业、资本、制度等全方面为基地提
供各项支持，助力天津打造细胞产品监
管科学高地、细胞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
地。”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青林在发展

基地启动仪式上说。现场，细胞生态海
河实验室与天津市药物临床研究技术
创新中心、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市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联合体等11
家合作单位签约，协力推动本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

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基地总体建设
方案，该基地瞄准打造细胞产品监管科
学高地、细胞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地的
目标，规划两大任务——助力推进建立

健全细胞产品监管制度体系和打造细胞
产业良好生态。在探索创新细胞产品监
管制度上，制定本市自体嵌合抗原受体
T细胞（CAR-T）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编
制细胞产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指南，建
立全过程政策指导和技术服务体系，加
强监管科学研究，建立细胞产品实训基
地，推动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在
打造细胞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方面，重
点建设细胞产品研发创新平台、小试中

试平台、通用制造平台、市场营销平台、
投融资服务平台等“五大平台”，推进政
产学研用紧密合作，打造细胞产业发展
良好生态。
“今年，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综合竞

争力位列全国第七；合源生物首个自主
知识产权CAR-T新药纳基奥仑赛注射
液成功获批上市；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
孵化转化细胞领域初创企业22家；搭建
高新区首支生物医药母基金及两支子基
金。”说起如何赋能高新区正在全力推动
建设的京津冀特色“细胞谷”，夏青林表
示，发展基地的建立有助于持续强化国
家与地方监管协同联动机制，推动细胞
监管科学赋能产业发展，为天津细胞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高效的监管支
撑与能力保障。

本市细胞产品监管科学创新发展基地落地高新区

健全产品监管体系 打造产业良好生态

本报讯（记者史莺）以“培育创新人
才，做强实体经济”为主题的2023年中国
创新方法大赛近日在津启幕，近600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创新工程师同台竞
技。经过一天激烈的角逐，参赛选手丝
毫不觉疲惫，当天19时，该大赛举办八届
以来首次举行的大赛总决赛专题交流活
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创新方法
领域的专家、往届大赛优秀选手分享经
验，助力选手提升创新思维和能力，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在座的很多专家、领队、选手都是

老朋友，此次齐聚津门，势必能激发更多
创新灵感，也为天津创新发展注入新动
能。”天津科技馆馆长韩晋江表示，在市
科协指导下，天津科技馆将利用自身资
源，为企业提供既满足需求、又有特色的

增值服务，全力将大赛打造成全国创新
竞技重要平台。

国家技术创新方法与实施工具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教授张建辉以“创新方法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分享了
在培养创新人才、面向企业进行技术转
移等方面的经验，引得选手或思考或点
头，不时进行互动。“想要创新，需要将多
学科专业知识融会贯通。但技术人员有
时会形成思维惯性，遇到瓶颈可能陷入
其中，此时就需要创新方法这个‘外力’
推一把。创新方法是个看似复杂却有规
律可循的体系，技术人员掌握后可以发
散思维，带着问题找答案，特别在解决
‘卡脖子’技术上取得成效。”张建辉介
绍，天津一家专注于航空航天产业的企
业遇到了飞机发动机进气道在冬天结冰

的问题，他指导企业运用创新方法在最
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往届大赛的优秀选手、中国石油集
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康志馨
也分享了运用创新方法解决技术难题的
经验。“在日常工作中，石油行业的工程
师们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提高工具设
备的性能，或是研发更高端的仪器，实现
更精准地找油。如果没有创新方法，只
能一点一点地去试错。”她表示，运用创
新方法能节约大量试错时间，并找到最
优解，解决企业很多实际问题。现场选
手听得意犹未尽，纷纷表示活动提供了
与众多名企、高端技术人才面对面交流
的机会，大家相互对标、相互学习，也吸
纳了不少可在实际工作中提质增效、解
决问题的新方法。

2023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专题交流活动举行

培育创新人才 做强实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雷风雨）为凝聚红色
文化学术研究人才智慧力量，促进研究
成果转化，推动红色文化领域多学科交
叉研究和高质量社会服务，天津市首个
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日前在天津城建
大学揭牌，借红色文化之力，铸时代新
人之魂。

该研究院的成立，是探索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新实践，利用
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的生动案例，擦
亮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名片，打造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融合的典范。研究院将依托
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土木、材料等专业

学科，发挥其在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等
的科研优势，扎根天津城市文化，组建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业团队，带
领师生持续开展对革命文物、红色旧
址进行专业性发掘，在天津文化遗产
保护和党史研究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方面积累成果。

本市首个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揭牌

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岳珊

这两天，宁河区七里海镇小八
亩坨村村民孙雨因为孩子发烧咳嗽
不见好转，就赶紧带着孩子来到七
里海医院看病，在专家门诊做了常
规检查后又拍了胸片，几分钟后就
得到了宁河区医院影像中心专家的
诊断结果。“拍个片子、照个CT，可
以直接传到区医院的平台上，专家
通过检查结果进行诊断，我们就更
放心了。”孙雨提到的远程诊断模式
是由宁河区医共体总院牵头成立的
医学影像中心，利用互联互通的信
息化手段，通过总院专家远程读取
基层分院拍摄的影像图片进行详细
分析，并出具诊断报告回传，为基层
患者提供合理的诊疗建议和方案。
“在七里海医院检查的 CT、

CR等项目，通过信息化传到区医
院，专家及时出具报告，增加了诊断
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在医共体总
院的牵头下，创建成立了胸痛救治
单元，让胸闷憋气或心绞痛、心梗的
患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七里海医
院院长庄瑞卓说。

在区医共体建设中，区医院充
分发挥医共体“龙头”作用，通过医
学检验中心、医学影像中心、心电诊
断中心、病理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建
设，实现了医共体内资源共享。同
时将专家、管理、设备等优质资源下
沉基层分院，打造形成“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格局，让群众能够就近享
受优质医疗服务。

今年以来，宁河区积极探索
构建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努力让广大基层群众
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
医疗卫生服务，真正为人民群众
提供坚强的健康保障。“区医共体
成立以来，总院聘请市内外专家
组建名医工作室，持续开展百名
医师下基层和学科共建，提高区
域医疗水平。同时，积极推进‘一
号制’转诊、家庭医生个性化定制
服务包等新的服务模式，打造便
民门诊大厅，提高医疗服务的质
量和多样性。”宁河区医共体办公
室主任杨国辉说。

宁河区积极建设医共
体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群众就近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

和平区劝业场街联合

辖区天津二七二医院，昨

天举办“冬季送温暖 致敬

志愿者”义诊活动，为辖区

退役军人志愿者及户外劳

动者义务查体诊疗，为他

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并

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报记者 庞剑摄

冬季送温暖
致敬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