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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行业强主体稳增长 出台

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获批上市
10月将在上海瑞金医院投入使用

本 报 讯
（记者 郜阳）

明天，首届世

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奖将在上

海揭晓。顶科

协奖每年颁发

一次，目前设

立了“智能科

学或数学奖”

“生命科学或

医学奖”两个

单项奖，单项

奖 金 金 额 为

1000万元人民

币，跻身全球

奖励金额最高

的科学奖项之

列，同个奖项

最多可由4名

获奖者共同获

奖并分享。

顶科协奖

是由世界顶尖

科学家协会发

起、由上海世

界顶尖科学家

发展基金会承办、面向全球科学

家评选的科学大奖，于去年11月

1日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

坛上正式宣布创设，旨在表彰和

支持世界各地杰出的研究人员

和技术先锋对科学的贡献，以期

支持全球科技进步，更好地应对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推动人

类社会长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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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今天上
午，随着汽笛声响，“中欧班列-上

海号”第50趟列车在铁路闵行货运

站发车。该列列车装运50个满载

汽车配件、机械零件、陶瓷制品等货

物的40尺集装箱，将从上海闵行发

车至霍尔果斯，经波兰马拉舍维奇

驶往德国汉堡和杜伊斯堡。

当地时间9月26日，远在万里

之遥的“进博号”也从德国汉堡发车

了。这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参展

展品连续第二年从汉堡搭中欧班列

直达上海。

不停摆、长时效、稳增长，“中欧

班列-上海号”自2021年9月28日

开行至今，克服疫情影响，带着“中

国制造”逆风前行，凸显中欧经济往

来的强大韧劲和潜力。一年来，“中

欧班列-上海号”开行总量50列，装

载集装箱2518个（计4950TEU），总

货重3.73多万吨，货值约16.37多亿

元人民币，实现了中欧线、中俄线、

中亚线去回程全覆盖，货物分别发

往6个国家，20多个目的地。

“中欧班列-上海号”交出周岁成绩单
一年来开行50列 装载集装箱2518个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首届

“国华人寿杯”新民银发手机摄影大

赛暨新民晚报社区推广月活动昨天

在普陀区曹杨人民城市客厅举行启

动仪式。此次摄影大赛由新民晚报

社主办，国华人寿冠名，以“一刻钟

一瞬间”为主题。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一种

美好的生活方式，也是上海正在全

市推广的一项民心工程。10年来，

在上海社区这样的愿景正从梦想一

步步成为现实。大赛旨在鼓励都市

老年群体捕捉“15分钟社区生活

圈”里的精彩瞬间、温馨时刻，创作

出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手机摄影作

品，同时也为老年人搭建一个展示

摄影作品的平台，丰富老年人的精

神文化生活。家住曹杨五村的刘建

华老伯告诉记者，这些年，大家的生

活越过越好。社区里建有一个摄影

组，有40多名爱好者，每周都会开

展活动。“大家的热情很高，我从来

没有参过赛，这次想试试看，也检验

一下自己的摄影本领。”

在当天同时举行的新民晚报社

区推广月活动上，新民晚报发行和

采编人员与市民交流互动，提供

2023年度订阅服务，并赠送礼品。

“一刻钟 一瞬间”
首届“国华人寿杯”新民银发手机摄影

大赛暨新民晚报社区推广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叶薇）上海将

全力打好经济恢复和重振攻坚

战。今年3月底、5月底，上海出台

抗疫助企“21条”、经济恢复重振

“50条”两轮助企纾困稳增长综合

性政策；今年8月底，国家在稳经济

一揽子33项政策的基础上，又推出

19项接续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

上海近期制定了22条“助行业强主

体稳增长”措施，从前两轮的“救急

难”政策向“促发展”政策升级。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

清在今天上午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前两轮助企纾困稳增长

政策出台以来，市、区两级已出台

实施细则460多项，全市经济延续

恢复增长态势。

新一轮稳增长“22条”包括四

个方面内容。

■ 助行业促发展，聚焦文化、
旅游、体育、会展、广告、航空以及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各类生活性服
务业，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具体包
括实施电影票价补贴、专营商业影

院和体育健身场所复工复市补贴、

专业剧场一次性停业补贴和限流

补贴；对2022年克服疫情影响在沪

举办的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举办

单位实际发生的场租费用给予补

贴；对提供广告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资金支持；对养老、托育服务

机构属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范畴、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

除租金到2022年底等。

■ 强主体增动能，聚力支持中
小微市场主体做强做优。具体措施
包括对首次成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的，市级给予奖励，鼓励各区配套支

持；对入选市级、国家级的“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实现奖励全覆盖，由各

区对新认定企业分别给予不低于10

万元、30万元奖励；对首次成为“四

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

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

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企业）的有

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市区联动给

予企业上一年度研发投入5%的一

次性奖励，最高50万元等。

■ 扩需求稳增长。上海将加
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汽

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取消对符合

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小型非营

运二手车迁移限制，延续免征新能

源汽车购置税政策至2023年底，合

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

续投放面向市民的体育消费券，对

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等个人消费给

予补贴等；推动外贸外资保稳提

质，持续压缩出口退税办理时间、

优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条件；

支持龙头企业升级扩容；支持绿色

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等新赛道

加快布局发展，优化首台套、首批

次、首版次支持政策等。

■ 优环境强服务，从金融纾
困、医保降费、清费减负等多渠道
协同施策，进一步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包括将一般行业企业的不良
率补偿下限统一下调至0.8%，对重

点行业企业进一步下调至0.5%；对

2022年第四季度通过市融资担保中

心担保、从上海辖内商业银行首次

获得普惠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给予

2%的贴息补助；减轻职工医保单位

缴费负担，降低单位缴费比例等。

全力打好经济恢复和重振攻坚战

记者昨天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获悉，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已批准上海艾普强粒子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的“质子治疗系统”

创新产品注册申请，标志着首台国

产质子治疗系统将在瑞金医院正式

投入使用。针对患者最关注的治疗

费用问题，瑞金医院院长宁光院士

表示，国产高端医疗设备落户大型

三甲公立医院，将会为患者提供更

好治疗方案，治疗费用相比进口设

备会有所降低，最大范围惠及百姓。

临床疗效显著
为肿瘤患者带来福音
本次获批的质子治疗系统用于

治疗全身实体性恶性肿瘤及某些良

性疾病。瑞金医院作为临床试验承

担单位，自2021年底开展质子治疗

系统固定束和180度旋转束治疗室

临床试验。宁光院士介绍，在为期

半年的临床试验期间，瑞金医院团

队验证了质子射线射程的精准性和

稳定性，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人群

的质子治疗技术和临床标准化操作

规范，形成质子治疗系统应用于肿

瘤治疗的系统性、标准化、规范化的

“瑞金方案”。

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佳艺介

绍，本次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共47人，

涉及11个瘤种。治疗后，前列腺癌患

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水平迅速

降低至正常水平；颅底脊索瘤患者视

力大幅度改善；侵袭性垂体瘤泌乳

素水平持续下降，病态肥胖改善；骶

尾部脊索瘤患者尿控恢复正常，肿

瘤得到有效控制。临床试验结果证

明，受试者经质子束照射治疗后，肿

瘤症状、体征和标志性肿瘤指标明

显改善，肿瘤控制率达到100%，其

中近半数受试者的肿瘤病灶完全消

失，一成受试者肿瘤病灶明显缩小。

十年精磨一剑
突破多项核心技术
2011年2月，上海市政府明确

将“首台国产质子治疗装置研制”和

“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项目作为

科技部、国家卫健委、中科院与上海

市的战略性、高新技术合作项目。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上海高等研究院、上

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和上海

交大附属瑞金医院联合研发的“首

台国产质子治疗示范装置”于2012

年2月正式立项，由上海光源科学

中心主任赵振堂院士和瑞金医院院

长宁光院士领衔研发。

赵振堂院士介绍，首台国产质

子治疗示范装置，打破了大型尖端

放射治疗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

面。该装置在紧凑型同步加速器结

构等关键技术上，取得发明专利55

项，实用新型18项，攻克了多项核

心技术“卡脖子”难题。

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曦东介绍，公司

已在上海市嘉定区投资6.2亿人民

币，建设集产、学、研、用于一体的粒

子束技术研发与装备制造基地。

提质增效拓能
打通上市“最后一公里”
质子治疗系统的注册上市，也得

益于上海市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构筑的全方位服务指导机制。2021

年，质子治疗系统进入国家创新医疗

器械“绿色通道”。此后，国家药品监

管局、国家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

心、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

中心、上海市药品监管局全程指导，

推进加快产品注册上市进程。

“近年来，上海市药监局重点关

注医疗器械的创新，对于这些国产

的创新产品给予更多的关注。”市药

监局副局长郭术廷介绍，截至目前，

上海市累计70项产品进入国家医

疗器械创新通道，获批注册证30

张；其中今年共有9项进入创新通

道，获批注册证6张，数量均居全国

前列。 本报记者 左妍

■ 昨天下午，预备参赛的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摄影爱好者聚在一起研究
手机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22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