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一条符合超

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
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

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
走进浦东塘桥街道南

城居民区“家门口”服
务站，迎面见到的是首

问接待社工笑脸，站内

居民有的在理发，有的
在下棋，还有的在读书

看报……
据悉，浦东新区开

展“家门口”服务体系建
设 3年来，各个村居的

“家门口”服务站早已融
入居民日常生活。除了

政府提供的服务，社会
组织、自治团队参与度

也不断提高，他们正利
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

弥补政府服务的短板，
有效解决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问题。
在南城居民区，“馨

丁缘”志愿者团队承担

了社区教育的功能。58名退休老
师志愿者中，上至大学下至幼教，

覆盖各个教学层次，教授科目一
应俱全。平时，他们开设国学班、

亲子阅读班、英语口语班、手工制
作班等，每到寒暑假，更有丰富多

彩的活动课程，帮助孩子度过有

意义的假期。
在挖掘“家门口”服务深度的

同时，塘桥也在探索拓展“家门
口”服务的广度，他们的目标是将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缩短到

“最后一百米”。塘桥街

道共有 23 个居民区、
71个小区，“家门口”服

务站设在居民区党总
支办公室所在小区，其

他小区居民要办事难
免要绕个弯。因此，街

道计划在每个小区主

出入口横向 50 米、纵
深 100米范围内，设立

“家门口”服务点。虽然
服务内容有所限制，但

服务点位于居民每天
进出都要经过的小区

出入口，顺手办事，非
常方便。为此，一个个

曾经的门卫室被改建
为“多功能厅”，或有社

工现场办公，或有志愿
者值守，即便是夜间，

物业保安也能提供相
应的帮助与服务。同

时，这里也是咨询接
待、便民服务、邻里共
享的公共空间，与“家

门口”服务站有效联动，延长了为

民服务的触手。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 3年

来，街道干部服务群众的距离大
幅缩短，基层社工的能力不断提

升，居民自治共治也有了重要支
撑。从细节处入手，从群众关切的

小事做起，“家门口”服务“绣”出

的，不仅是城市发展的亮丽图景，
也是群众期待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赵天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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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十年前，中国都不在全

球生物医药巨头视野里，可如今已
不容忽视。”这是国际知名药企赛

诺菲公司高管奥利维尔·沙尔梅的
评价。生物医药是国际技术竞争的

“隐形焦点”，世界销量最好的十大
药物中有八种是生物药物，以浦东

张江药谷为代表的中国生力军已

经闯入这一被西方企业垄断的领
域。近日，记者随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集中采访活动进入张江药谷
的明星企业三生国健，发现沙尔梅

所言的确不虚。

手握特殊“三剑客”

穿戴好隔离服的记者犹如一
个个“大白”，在三生国健药业（上

海）生产制造厂副厂长朱云斌带领
下走进充满瓶瓶罐罐的生产车间，

“这里有A、B、C、D?个等级的隔离
措施，目的是保证医药生产的绝对

卫生安全，像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

级别较低的隔离车间，更高级的设
备，不仅安放于无菌无尘车间，自

身还要有专门的防护罩来保持特
定环境，确保产品质量。”

作为中国首批专注抗体药物
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三生国健

已上市三款治疗性抗体类药物。其
主打产品益赛普是中国首个上市

的全人源抗体类药物，是中国风湿
病领域第一个上市的肿瘤坏死因

子（TNF-α）抑制剂，健尼哌则是国

内唯一获批上市的人源化抗CD25

单抗，可显著提高移植器官存活率，
改善患者生存质量，而“三剑客”最

年轻的一位———赛普汀才在今年6

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准，有望

打破进口产品在抗HER2单抗市场
的垄断，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靶向治疗”成热门
与化学药物不同，生物抗体类

药物能够“靶向治疗”，对付病变部

位时不伤及人体健康部分，被业内
称为“药中狙击枪”。但高附加值的

生物药投入动辄10亿美元，外加10

年以上的研发试验与市场推广，门

槛高得让人生畏。

很长时间，中国制药业给人的
印象以廉价原料、仿制药为主，但

深入张江药谷，才发现这已是“老
黄历”了。经过多年自主创新，三生

国健能覆盖抗体药物发现、开发、
注册、临床、生产、商业化全流程，

拥有从靶点验证到产品产业化全
周期的抗体研发能力，特别是对生

物抗体药研发至关重要的“靶点筛
选”上更走在前列。

放眼张江药谷，持续的制度创
新和营商环境改善，使这里聚集

600余家生物医药企业、20余家大
型医药生产企业、100余家各类研

发机构，形成新药研发、药物筛选、
临床研究、注册认证、量产上市等
完备的创新链。

与世界级强者对话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娄竞介绍，这里运行

着目前国内生物制药公司中规模
最大的抗体药物生产基地，其技术

条件拿到国际上都是一流的。朱云
斌解释，“生物制药有三大环节，一

是细胞培养，二是纯化，三是制剂，

我们不仅能在实验室里搞出新颖
的生物抗体，更能将其产业化。”他

们公司拥有的3.8万升不锈钢生物
反应器，别看前期建造成本高，但

后期生产稳定，单批产量规模具有
优势，全链条质量可控。“西方药企

来中国寻找合作伙伴，非常看重生
物制药企业的合规性，必须有严格

的质量内控标准、足够的生产规模
等等，这在张江都能找到。”

事实上，从张江出发的中国药
企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气，正推动着

世界生物医药合作的深度发展。据
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默克公司

于 2015年在上海成立专门创新中
心，礼来、默克、特萨罗、英赛德公

司都签订数千万美元的协议，将中

国发现的生物技术药物卖到海外。
“中国有希望成为创新者和复杂产
品的全球生产商。”

赛诺菲高管沙尔梅

相信。
本报记者 吴健

要闻 4
2020 年 11月 10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 /吴迎欢
视觉设计 /邵晓艳浦东开发开放 周年 迎而

立风

    上海浦东北洋泾桥旁，有一栋

三层小楼，走进其中，一幅长 1.74

米、宽 0.8米的《陆家嘴全景》展现
出非凡气势与精湛技艺：彩霞当空

的傍晚，浦江东岸小陆家嘴霓虹璀
璨，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

中心、上海中心等摩天大楼组成了
浦东新的天际线。

这件远看似油画的作品，其实
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国家级非

遗项目“上海绒绣”传承人包炎辉
带队最新完成的作品，也是迄今为

止他们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创作主角陆家嘴
1989年，因为工作关系，包炎

辉一家从浦西董家渡搬到了浦东。

2000年，原本在红星绒绣厂担任厂
长的包炎辉带领一批绒绣技术人

员重组创业，成立了上海黎辉绒绣
艺术有限公司。那时他们已经开

始创作描绘浦东发展变化的绒绣

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成就了包炎
辉这些工匠和上海绒绣这门技艺

的传承。
“我们身在浦东，每时每刻都

见证着浦东的发展变化，也由衷地
希望把日新月异的浦东展现在世

人面前。”浦东的巨大变化给了包
炎辉团队创作的灵感。陆家嘴作为

浦东巨变的缩影，自然成了他们创
作的“主角”。

2000 年他们制作完成绒绣作
品《浦江两岸尽朝晖》，从浦西高处

向浦东望去，陆家嘴高楼林立，在
落日映衬下散发着特有的魅力。这

幅作品成为当时一览浦东发展的

窗口，有幸被挂在了北京人民大会

堂上海厅里。上海绒绣也因此逐渐
为更多人所熟知。

2011 年，“上海绒绣”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扎

根浦东的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三幅作品看浦东
迄今为止，包炎辉和团队筹划

制作的与浦东相关的大型绒绣艺术

作品有三十多幅。让包炎辉印象最
深刻的，是三幅大型绒绣《浦江两岸

尽朝晖》《今日浦东》《陆家嘴全景》，
每幅创作相隔 10年左右。画面中，

从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双子”组合

到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与金茂
大厦“三兄弟”交相辉映，再到上海

中心等一批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组
成了浦东壮丽的天际线，道尽了 30

年间，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变化。
在包炎辉看来，浦东开发开放

30年，变的是黄浦江沿线的美景，
不变的是绣工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和技艺传承。在洋泾街道专门设
立的绒绣保护传承基地（传习所）

里，包炎辉和儿子包粒讨论着献礼
建党百年的大型绒绣作品。从事设

计行业的包粒如今与父亲携手，将
传统技艺融入现代生活，为绒绣开

辟更广阔的天空。
“下一个 30年，我们的绒绣作

品里一定会是更美的浦江东岸天际
线。”包炎辉期待，这项扎根浦东的

国家级非遗项目能与而立之年的浦
东一起，迈向下一个 30年。

本报记者 戴天骄 李永生 李若楠

看，网眼布上的浦江东岸天际线
72岁“上海绒绣”传承人一针一线绣出浦东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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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绒绣，在特制网眼布上用彩色羊绒线绣出
图案，被誉为“东方油画”。“我一生与绒绣结缘，也因
此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整个过程。”72岁的包炎
辉向记者讲述起这门传承近百年的技艺与浦东天际
线之间的故事。

■ 如今，在包炎辉影响下，儿子包粒也加入到绒绣技艺的传承中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张江诞生“生物药狙击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