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收忙
麦粒入仓秸秆还田

正 值 小 麦 丰 收 ，位 于 四 川 崇 州
的 成 都 市 天 府 粮 仓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11.1 万 亩 小 麦 全 面 开 镰 收
割，田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热闹的丰
收景象。

5 月 7 日，在成都市天府粮仓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长江上游优质粮油
中试熟化基地里，小麦麦穗鼓胀饱满，
放眼望去一片金色麦浪。

田间，5 台收割机同时作业，来回
穿梭，一簇簇麦穗被卷入收割机仓，收
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金色麦粒倾

泻入仓。紧接着，小麦秸秆也就地粉
碎还田。“今年我们种植的优质品种，
加上科技力量，产量非常不错，我们对
现有的品种进行现场测产验收，验收
结果是 527.3 公斤/亩，与去年相比，增
加了 5%的产量。”长江上游优质粮油
中试熟化基地负责人杨福明向大家分
享着喜悦。

崇州市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职业
经理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王伶
俐也十分高兴：“我们合作社实现了从
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良种、良机、良
法、良田、良制的深度融合让我们年轻
一代种田越来越轻松，今年又是一个
丰收年，和去年相比，合作社小麦的亩
产大概增加了30公斤。”

抢种忙
翻耕完毕秧苗探头

一旁，前几天刚收割完油菜的大
田里，拖拉机繁忙作业，对大田进行
翻耕，不一会儿工夫，20 余亩农田就
已经翻耕完毕。紧接着，起秧、运苗、
装车⋯⋯只见一台台高速插秧机来
回奔驰，伴随着“哒哒”的发动机声
音，插秧机开过之处，一行行秧苗整
齐地挺立在泥土中。放眼望去，镜面
般的稻田，阡陌交汇，绿油油的秧苗
点缀着黄土，为农田“换新衣”，披上
新“绿装”。

“一台机器一天能插60亩秧苗，相

当于 50 个人的作业量，不仅节约人工
成本，而且还实现了精细化、标准化和
智能化作业，最终达到提高水稻生产
综合效益的目的。”插秧机操作员万义
告诉记者。

收麦种稻的忙碌景象也即将在龙
泉驿乡村大地呈现。前段时间，洛带
镇片区的耕地才进行了飞机直播稻
种，小秧苗刚刚探出了头。这几天，位
于西河街道锦绣村21组的一片高标准
农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秧苗在阳
光下微风中长势良好，5月中旬将通过
机械插秧种植在周围约 200 亩的高标
准农田里。

唐海龙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粟新林 摄影 朱大勇

金色麦粒归仓 农田披上“绿装”

收割机翻耕机插秧机“同框”显身手
风吹麦浪穗飘香，小麦开镰收割

忙。眼下，正值小麦、油菜抢收、早稻
抢插的关键时期，在成都广袤的田地
里，收割机、耕田机、插秧机在田间“同
框”大显身手，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积蓄动能：收割机收割
油菜、耕田机随后翻耕、插秧机紧跟插
秧，在田野上奏响了动听的“稳定粮食
生产，守牢粮袋子”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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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造”创新药频频出
海：2023 年 2 月，康诺亚生物与阿斯
利康达成总金额超过11亿美元的全
球独家授权协议；2023年12月，百利
天恒与百时美施贵宝以8亿美元首付
款、84 亿美元总交易额完成了双抗
ADC（抗体偶联药物）BL-B01D1的授权
交易，刷新了中国创新药史上单项目
License-out（对外授权）交易纪录。

在重磅交易频发的全球ADC药物
市场上，成都创新药的一笔笔“出海”
记录，吸引了整个业界的注意。在成
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中，创新药是重
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成都是如何孕
育了这些令业界瞩目的药界新星？“出
海”后创新药企业又将如何发展？

研发上下大功夫
临床规模增长10倍

5 月 7 日，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
公司在一季报交流会上透露，2024 年
第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54.62 亿
元，相较于往期，有了明显增长。据了
解，今年 3 月，百利天恒收到百时美施
贵宝支付的8亿美元首付款，这正是其
一季度营收大增的原因。

“8 亿美元主要是用来研发。相
较授权百时美施贵宝之前，我们 ADC
药物的临床规模增长了 10 倍以上，将

极大加速在研药物的上市进程。”百利
天恒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朱义接受采
访时表示。

2023 年 1 月在科创板上市，2023
年 12 月又成功“出海”，百利天恒为后
续 研 究 开 发 取 得 了 充 裕 的 资 金 支
持。如今，百利天恒在成都医学城建
设的第三期抗体产业化生产线拥有
13000L 细胞培养能力，是国内最大的
一次性抗体生产工厂之一。现场研
究人员告诉记者，通过抗体偶联技术
生产出的抗体-毒素偶联物武器，可
以特异性地识别并杀死人体里的肿
瘤细胞。

百利天恒与百时美施贵宝授权合
作的 BL-B01D1，就是在这里生产出
来的。药物样品被冷链物流运送到20
公里外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开展临床

试验。据介绍，BL-B01D1 是全球独
家靶向 EGFR/HER3 双抗 ADC 药物，
2022 年进入临床研究，目前已进入Ⅲ
期临床阶段，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早期
临床中取得优异疗效数据。

成都的人才、环境、政策
让产业集群具有国际竞争力

康诺亚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陈博，在成都创立康诺亚生
物已是他第三次创业。为何选择成
都？陈博的回答是：“做创新药的企业
就像一列高速列车，得选择一个有人
才、留得住人才的城市，才能保证列车
能不断向前奔跑。成都深厚的人文底
蕴、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是公司
留住人才的筹码。”

在 4 月 18 日成都医学城举行的
“首届未来 XDC 新药大会”上，科伦
博泰总裁葛均友也对成都的人才环
境予以好评，“成都作为创新医药研
发的新高地，招引海归人才并不困
难，像我们这边很多海归人才，很喜
欢成都的生活。”

据统计，成都拥有国家级医药创
新平台 43 个、高校 65 所、国家级医学
重点学科及专业 72 个，每年培养医药
健康类人才约7万人，为生物医药产业
输送着源源不断的人才。

而成都的临床试验机构也在逐年
增长。据了解，成都拥有包括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这样的顶尖医疗机构在内
的 61 家三甲医院，2023 年成都年门诊
病人量 1.87 亿人次，是外地患者就医
量第二大城市，为开展临床研究提供
了丰厚的土壤。目前，成都的国家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已达30余家。

企业的加速背后，还离不开政策
的助力。2022 年，《成都市“十四五”生
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期
间成都市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端化、
国际化、平台化特质更加凸显，“三
医+”核心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建圈强链

“链长制”全面构建，形成创新药、高
端医疗器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
产业集群。“有这样的创业沃土，我们
会继续加速推动各项研究工作，争取
早日上市一批 Best in Class 药物。”葛
均友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娟
受访单位供图

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2023年，成都的民营经济增
加值达到了 1.07 万亿元，增长 5.5%。
5 月 7 日，由市发改委主办、武侯区人
民 政 府 协 办 的“ 蓉 易 见·民 企 会 客
厅”——成都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召开，市级相关部门和 40 余家
民营企业代表参加。

对于直接和政府部门面对面沟通
交流的机会，企业都是有备而来。“企
业找政策比较费时费力。”成都星蓝星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加泉提
出，希望能够提高政策知晓度兑付
率。对此，市发改委回复，成都正建设

并完善“蓉易享”平台，提升政策知晓
度和享受便利度。不仅如此，为切实
解决政策兑现难、兑现慢等问题，市发
改委还将制定惠企政策机会清单，并
在“蓉易享”发布，并加快政策资金的
兑现落实。

“民企融资面临高额中介费和过
桥费，希望能够畅通融资渠道，帮助
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融资难”是不
少民营企业关注的重点。对此，成都
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回复，成都市
打造的“惠蓉贷”普惠信贷工程，已推
出 13 个 专 项 产 品 ，企 业 可 通 过“ 线
上+线下”结合的融资服务模式，找

到适合自己的产品。此外，成都打造
了“蓉易贷”成都市普惠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可实现一站式链接成都普惠
金融服务。

还有不少民营企业积极拓宽发
展机遇，将目光放在海外市场。“希望
在拓展海外市场中，组织开展法律、
金融方面的专业化培训。”成都市四
联塑胶管道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林介绍。成都市商务局国际处相关
负责人对此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建设
开放的公共服务平台对企业进行业
务培训和风险告知。

“希望政府能发布更多的重大项目

机会清单。”现场，不少企业提出寻找供
需对接、合作发展的机遇。“希望能在低
空经济方面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四川
安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解于棡
提出。对此，市交通运输局运输处相关
工作人员回复，成都正争取空域试点开
放，未来将在公共服务、物流配送、观光
旅游、空中交通4大类拓展低空经济场
景应用，积极支持企业发展，助推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座谈
会当日，成都发布《成都市产业建圈强
链2024年工作要点》，将低空经济正式
纳入重点产业链。

据悉，本次会议是本轮机构改革，
民营经济相关职能划转成都市发改委
后，由市发改委牵头召开的首次民营
企业座谈会，旨在拓展政企沟通渠道，
听取民营企业诉求建议，务实解决民
营企业困难问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白洋） 记者昨日获悉，位于四川天
府新区的创源路跨鹿溪河大桥顺利

“合龙”，标志着项目进入桥梁路面结
构及附属设施施工阶段。

据了解，创源路跨鹿溪河大桥
桥梁全长 160 米，宽 31 米，该桥为连
续梁钢结构桥，全桥一联三跨，由西

至东跨越鹿溪河。大桥位于天府新
区煎茶街道，上游是已建成通车的
创 启 路 跨 鹿 溪 河 大 桥 。 项 目 建 成
后，煎茶片区“四纵四横”交通主干
路网将全部成形，进一步提升科学
城片区的通行效率，切实解决片区
道路通行压力，实现 10 分钟的区域
可达性。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孟浩） 5 月 7 日,记者从四川省商
务厅获悉，前 3 月四川实现网络交易
额12929.8亿元，同比增长8.3%。网络
零售额 2325.4 亿元，同比增长 11.8%。
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1613.3亿元，
同比增长 9.8%；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712.2亿元，同比增长16.6%。同时，农
村网络零售额 696.0 亿元，同比增长
16.3%。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56.1 亿
元，同比增长10.5%。

分地域看，成都、乐山和绵阳分别
实现网络零售额 1615.3 亿元、115.7 亿
元 、93.7 亿 元 ，占 比 分 别 为 69.5% 、
5.0%、4.0%，位列市（州）前三。

实物型网络零售方面，成都、绵
阳、乐山分别实现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1158.3亿元、78.5亿元、53.3亿元，占比
分别为71.8%、4.9%、3.3%，位列市（州）
前三；服务型网络零售方面，成都、乐
山、阿坝州分别实现服务型网络零售
额 456.9 亿元、62.5 亿元、21.3 亿元，占
比分别为 64.2%、8.8%、3.0%，位列市

（州）前三。
就行业电商发展来看，实物型网

络零售中，食品保健、在线餐饮、3C数
码居实物型行业前三，分别实现网络
零售额 378.0 亿元、346.5 亿元、214.4
亿 元 ，占 比 分 别 为 23.4% 、21.5% 、
13.3%；服务型网络零售中，在线旅游、
生活服务、休闲娱乐居服务型行业前
三，分别实现网络零售额 367.9 亿元、
131.3 亿 元 、85.9 亿 元 ，占 比 分 别 为
51.7%、18.4%和12.1%。

今日关注：创新药出海

加速出海 频签大单
成都造创新药为何“利好”不断？

这场“蓉易见”座谈会上

民营企业面对面 问题建议敞开聊

前3月 四川实现网络交易额12929.8亿元

创源路跨鹿溪河大桥“合龙”

研发人员正在研制创新药

多台收割机同时作业

工作人员在插秧前仔细检查秧苗

紧接01版 避免参保群众反复前往保
险公司线下门店递交纸质材料。真正
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不跑腿”。

未来将提高理赔服务便捷性

“惠蓉保”运行四年以来，参保人数
一直稳步增长，四个年度累计近1600万
人次参保，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并
于2024年纳入成都市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不设职业、年龄、健康状况等参保
门槛限制。没有观察期，生效后即可通
过线上申请享受保障，极大简化了传统
商业保险理赔流程。运行以来为获赔
参保群众平均减负 29.6%，最高减负
75%。获赔参保群众中，年龄最大的
112岁，最小的出生仅22天。

近年来，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
险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成都“惠蓉
保”作为起步较早的产品之一，已经过
了四年整的稳健运营，未来又将如何
发展？

黄德斌表示，目前，成都以基本医
保为基础层，补充医保为补充层，医疗
救助为托底层，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
为延伸层，初步构建了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惠蓉保”作为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做好发展规划主
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继续坚持广覆盖、强衔
接、亲民性、可持续、促发展的基本原
则，继续锚定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促进医疗保险与健康保险融合发
展。另一方面，指导产品精细化管
理。在理赔服务方面，在现有线上申
请办理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简申请手
续和所需资料，提高理赔服务便捷性；
在待遇保障方面，在持续优化保障水
平的同时，基于保障需求、历史数据、
医疗技术等方面因素，保障优化的调
整向群众呼声高、费用负担重的疾病
种类和创新医疗服务重点倾斜。

四川已有18城推出同类产品

“2020 年，成都市率先启动了普

惠型健康保险，四年来的良好稳定运
行，为我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作出了较好的探索，同时也引领了我
省各地在金融监管部门和医保部门的
指导下开展此项工作。”四川省医疗保
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睿介绍，截至
目前，四川已有 18 个城市相继推出了
同类产品，全省累计参保超 3000 万人
次、理赔近 16 万人次、为患者减轻医
药费用负担9.7亿元。下一步，将继续
坚持广覆盖、强衔接、亲民性、可持续、
促发展的基本原则，继续锚定完善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医保与
商业健康保险融合发展。

当前，四川省正在加快推进基本
医保省级统筹，将在做好基本医保各
项政策规范统一的基础上，会同金融
监管部门指导商业保险机构不断优化
完善各地产品设计，着力全省从参保
缴费、理赔项目、理赔标准相对一致，
将更多的医保目录外的费用纳入保障
范围，进一步减轻参保患者医疗费用
负担，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新闻多一点
成都新市民

也可购买“惠蓉保”

2024 年度“惠蓉保”于 5 月 8 日零
点正式上线，在2024年6月30日前，市
民均可通过“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

“惠蓉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购
买，59 元保一年，本年度保障期限为
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今年，除四川省本级职工医保参
保人、成都市基本医保（城职职工、城
乡居民）参保人外，成都市新市民（截
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持有效成都市居
住证或近半年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居
住且登记，并已参加任一地区基本医
保的人员）、成都市户籍人员（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拥有成都市户籍且
已参加任一地区基本医保的人员）也
可购买“惠蓉保”。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升涛

2024年度“惠蓉保”今起开放参保

成都建圈强链重点产业链达30条

上接01版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成都低空经

济正在完善产业配套。以工业无人机
为例，成都本地企业进行上下游配套
时，很多原材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
区。此次印发的《工作要点》瞄准打破
低空经济产业链短板。

《工作要点》指出，加大整机项目内
培外引力度，精准补齐关键零部件短
板，产业需求导向布局建设基础设施、
公共平台、应用场景，加快打造西部低
空经济中心。《工作要点》还显示，同其
他重点产业链一样，低空经济将在政
策、资金、人才、载体等层面获得扶持。

长城战略咨询成渝总监徐光宜认
为，“新增低空经济作为重点产业链，这
有望成为成都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经
济增长点的赛道机会。”徐光宜分析，一
是低空经济属于未来产业，处在推动技
术突破、产品创新、场景应用的“快车
道”上，成都的企业和创新团队有机会
在这三方面做引领、取得先发优势。

支持创建国家级创新中心
打造“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在去年印发的成都产业建圈强链

优化调整方案中，绿色低碳产业生态圈
涵盖生态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三条重
点产业链，此次成都将氢能作为建圈强
链重点产业链打造，拓宽了绿色低碳产
业“朋友圈”。成都提出，积极布局新型
储能新赛道，推动氢能“制储输用”全产
业链发展，打造中国“绿氢之都”。

通过开展“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布
局，大力推进氢能产业建圈强链，成都
已集聚 100 多家上下游企业，涵盖制
氢装置、储氢压力容器、加氢设备、氢
燃料电池系统等领域，多类产品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前列。

被纳入建圈强链重点产业链后，成
都氢能产业链需要新“打法”。对此，成
都将突出原始创新，支持创建国家级氢
能关键部件技术创新中心，巩固车载高
压气态储氢瓶等领域优势，突破70兆帕
加压加注设备等关键技术⋯⋯

以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未来交通和
以氢能为代表的先进能源都是成都未
来产业的重点培育方向，此次新增的
两条重点产业链拓宽了成都建圈强链

“朋友圈”，有助于增强相关产业链上
下游、左右岸的协同运作，推动成都未
来产业发展。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