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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李一能新民随笔 换位思考

本报讯 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和

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昨天上午在上海张

江科学会堂开幕。市委书记陈吉宁，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曾益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主持开幕式。

陈吉宁指出，上海是中国现代医药产业

的重要发源地，习近平主席亲自部署上海发

展生物医药等三大先导产业，要求不断提升

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中共二十届三

中全会对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机

制、完善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政策、推动医疗

领域扩大开放作出战略部署。上海将聚焦实

施新一轮生物医药“上海方案”，以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推动“基础研究、孵

化转化、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落地生产、推广

应用”全过程加速和全链条赋能，全力打造世

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努力为促进生物医

药创新发展、提高全人类健康保障作出更大

贡献。着力强化创新驱动，瞄准生命科学前

沿，深耕新赛道新领域，支持开展高风险、高

价值基础研究，建设全球顶尖的生物科技创

新策源地。顺应科研范式新变革，推动人工

智能药物、人工智能医学加快发展，大力培育

更多原创新药，建设临床试验“加速器”，畅通

转化应用“快车道”。着力强化改革引领，深

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和协同治理，为

创新产品提供更大市场空间，进一步降低产

业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助力赋能。着力强

化开放合作，坚持产品开发面向全球市场，临

床试验与国际同步同质，支持更多创新药企

深度融入全球创新链和产业链，当好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风向标。

金壮龙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药工业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以实施《医

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医疗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为抓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医药工业体

系，全面提升供应保障水平，更好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加大医药产业科技创新力

度，完善产学研医协同研发体系，统筹补链强

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医药工业转

型升级，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入

实施医药工业数智化转型行动，培育世界一流

医药企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医药产

业集群。增强医药生产供应能力，完善国家医

药储备体系，有效满足公共卫生应急和民众用

药需求。进一步扩大医药产业开放合作，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坚持中

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和高质量

“走出去”，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曾益新指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

部署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

械发展机制”的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国家卫

生健康委将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策部署，发挥好科技创新对医药行业创新发

展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以重大科技项目和政

策协同为抓手，鼓励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

究、前沿技术、临床研究和示范推广，力争在重

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人才体

系与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全面提升。聚焦创新

链与政策链的融合，加强科技创新与医疗服务

体系、医保支付机制、药品监管、药物制度等方

面政策与机制的协同，推动实现支持创新全链

条的政策体系，共同推进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

产力发展，更好支撑健康中国和科技强国目标

实现。

国际药物信息协会全球首席执行官马尔

万 ·法萨拉在开幕式上致辞。

开幕式上发布了医药工业“十四五”期间

产业升级突出进展和产业技术未来发展重点

领域，举行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数字

技术领域）——医药工业数字工程师联合培

养签约仪式。中外医药企业代表在现场共同

发起医药产业全球合作发展倡议。

开幕式前，陈吉宁、金壮龙、曾益新、龚正等

同中外嘉宾共同参观了医药工业全球合作典型

案例展示。

市领导朱芝松、李政、刘多，上海交通大

学校长丁奎岭，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 ·莫

泽，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参

加开幕式的还有上海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医药领域中外专家学者、医药企业、投资机构

代表等。

11月16日—18日，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

展大会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首次同期

举办。大会和产业周以“共创共享共赢，携手

新质未来”为主题，采用“1+16+1+N”形式，举

办1场开幕式及主论坛、16场系列专题活动、

1场医药工业全球合作典型案例展示及N场

产业周系列主题活动，通过成果发布、主题分

享、政策解读、圆桌论坛等，聚焦我国医药工

业前沿技术创新与全球医药合作，汇聚“政产

学研医用金”多方力量，共同探索医药工业新

路径，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及未来产业发展，

推动全球健康事业新发展。

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和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开幕

全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陈吉宁金壮龙曾益新致辞，龚正主持

今天一早，天空下着雨，气温微凉，但依然阻挡不了马拉松爱好者的热

情。上午8时30分，“2024沪浙乡村半程马拉松赛”在金山廊下郊野公园鸣枪

起跑。来自12个国家、22个省、309个城市的3619名跑者用奔跑的脚步和跃

动的身姿，绘就沪浙乡村美丽风景线。

赛道途经风光旖旎的廊下郊野公园、平湖农业开发区和沪浙两地共同

打造的明月山塘景区，蜿蜒的乡间小道、错落有致的田园景观和雨中夹带着

草木气息的清新空气，为参赛者提供了独特的跑步体验。

上海的刘淑艳和朋友一起第一次组团来参加比赛，“大家一起跑跑步，

拍拍照，这里风景很美。既锻炼了身体，也欣赏了美景，挺享受的”。

本报记者 屠瑜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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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采访一个适老化展厅时，我发现一

个有趣的情况。许多老人前来参观，对各种

闻所未闻的高科技适老化产品赞不绝口，很

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然后就没然后了，

真正下单购买的，并不多。我问了其中一对

老夫妻，有没有可能购买？他们告诉我，如

果有刚需，那是会买的。看上去购买意愿很

高，但仔细一想，什么是刚需呢？

所谓适老化改造，就是指通过对老年人

家庭的通道、居室、厨房、卫生间等生活场

所，以及家具配置、生活辅助器具、细节保护

等进行一定调整或改造，以便利于老年人通

行、洗澡、如厕、休息等日常生活，缓解老年人

因生理机能变化导致的生活不适应，让老年

人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在国外，这一市场已

经相当成熟，每年都有五花八门的新产品诞

生，走进千家万户。作为全国人口老龄化程

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按理应该有一个繁

荣的适老化产品市场。

如果老人已经无法正常行走，那么轮椅

就是刚需，但在此之前，只要能克服，他们不大

会进行改善型消费的，以“做人家”著称的上海

老人尤为如此。看着那些助起沙发、升降床，

我问自己，我老的时候，会不会买？答案可能

是不会，家里的床和沙发都好好的，换掉就意

味着浪费，除非迫不得已，或者正好全面更新。

有了这样的换位思考，很多疑惑迎刃而

解，适老化产品普及速度较慢，不是因为产

品不好，而是相比改善型消费，老年人更习

惯克服困难。民政部门也发现了问题所在，

所以接下来的宣传重点，将是年轻人，让他

们为长辈改善居家环境，多考虑适老化元

素，让为爸妈买适老化产品成为一种尽孝的

方式。等他们步入老年，也许对于适老化产

品的接受程度就不一样了。

一个市场的撬动，真不是件容易事，光

有补贴还不够，更要站在目标群体的角度，

换位思考。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今天

中午12时，正在建设中的“浦西第

一高楼”北外滩91街坊项目迎来

了建设期的首个重大里程碑。400

余辆混凝土搅拌车、12台汽车泵

连续施工40小时后，顺利完成近4

万方混凝土底板一次浇筑成型，成

功筑底。北外滩天际线的“最美一

笔”向闪亮登场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北外滩91街坊项目，处于虹口

区北外滩核心位置，建筑面积约45

万平方米，规划高度480米，建成后

将成为上海浦西第一高楼。该建

筑地上99层、地下4层，集商业、办

公、酒店、观光等功能业态于一体，

项目预计在2030年完工。该项目

最大挖深达31.5米，耗时99天完成

土方开挖26万方，15天完成吊运

绑扎大底板钢筋8900吨，本次浇筑

的底板厚度普遍达到5.5米，局部

深坑厚度达8.7米。

据上海建工北外滩91街坊项

目信息主管胡洪毅介绍，北外滩91

街坊项目基坑施工最大的难点之

一，就是其毗邻地铁12号线运营区

间。为将施工对周边环境及围护

结构的影响降至最低，提前对基坑

开挖整体流程进行策划，将施工流

程精确到小时。北外滩91街坊项

目采取分块施工，在支撑围檩浇筑

完毕，安装伺服系统，并按级次加

载，并且确保距离地铁50米保护区

域24小时内完工，距离地铁50米

保护区域外48小时内完工，从而有

效控制基坑开挖面以上围护体系

的横向位移。项目首次采用了

CSM和超深隔离桩的组合技术，在

基坑和地铁直接打入两排隔离墙

和一排隔离桩。其中隔离桩直径

1.2米，成孔深度113米，大约有20

层楼高，是房建领域钻孔灌注桩的

最大深度。此外，在现有技术的基

础上，进一步采取了微扰动跟踪注

浆加固技术，对地下围护结构进行

再加固，确保地铁运行安全。

北外滩91街坊项目智慧工地

平台立足施工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应用范围涵盖了7个管理条线，形成

18个子模块，呈现工地现场各要素

的状态和关键数据，并对数据进行

多维度感知分析。项目现场充分利

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克服多方参

数下信息差导致的“信息孤岛”难

题，为项目施工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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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虹口区北外滩的未来“浦西第一高楼”今天完成筑底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