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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创新药械医企交流
会只是本次“手拉手”活动深入举
办的一个缩影。为了进一步打通
医学研究到临床应用的“经脉”，昨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医企临床
研究交流会同步举行，通过聚焦医
疗机构GCP平台、药物与器械临
床试验情况、企业研发及临床合作
经验，开展分享与交流，进一步推
动福建省、厦门地区医疗机构与医
药企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闽西南地区近30家医疗机构
代表还来到厦门生物医药港，走进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一线，近距
离感受企业创新的脉搏和产业蓬
勃发展的气息。“听了无数次，不如
亲眼见一次。”嘉宾们纷纷表示，医
疗机构进园区活动让大家亲眼见
到了企业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对
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有了
更深入、直观的了解，未来达成合
作的思路也更加清晰。

“这是‘手拉手’厦门站对接
系列活动第二次举办，我们也是
第二次参加，明显感觉到这一次
活动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真
是不虚此行，满载而归。”海沧台
商投资区生物医药协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搭建了
医疗机构与企业沟通交流的平
台，让医企双方沟通交流更顺
畅，有助于解决生物医药企业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临床试验难、产
品挂网销售入院难的痛点和难
点。

本报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陈艳
昨日下午，第三届集美学村文化艺术

节开幕式在厦门医学院举行。集美辖区
15所大中专院校师生共同奏响澎湃嘹亮
的新时代集美文艺交响曲，开启一场为期
半年的学村“艺术盛宴”。

作为“一精神三文化”（嘉庚精神和
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学村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
厚，彰显了集美独特的文化魅力。今年
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学校110
周年、“集美学村”正式命名100周年。
集美区创新思想教育方式，以学村文化
艺术节为契机，以弘扬嘉庚精神作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载
体，持续推动嘉庚精神进校风、进教材、
进德育，进一步团结集美学子，丰富校园
文化，繁荣集美文艺。

形式多元精彩荟萃
展现青年学子风采

厦门理工学院学子带来舞蹈《面纱》，
用街舞与二胡、敦煌、异域文化等元素诠释
青春的力与美；集美区出品的嘉庚主题原

创歌曲《嘉庚符号》，让华侨大学、集美大
学、厦门理工学院学子齐聚一堂，吹响新征
程的号角；厦门工商旅游学校舞蹈队翩翩
起舞，一段《醉清风》让观众沉醉其中。集
大诚毅学院学子带来小组唱《春风十万
里》，唱出了青年人的朝气与活力……启动
仪式上，集美辖区学子以多元艺术形式，
展现了当代青年的青春魅力。

“《嘉庚符号》给我们年轻一代传递了

一种信念，就是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我们都要积极向上。”集美大学音乐学院
大三学生周仁东说，虽然这是《嘉庚符号》
第一次在舞台上公开演出，但从去年12
月起，三名演唱者就与拍摄团队一起深入
多个人文景点取景，以MV形式把嘉庚
精神传播得更广。

伴随着细腻舒缓的和音，厦门医学院
带来原创大型朗诵剧《白衣天使》的开场

和终场曲目，歌颂“万婴之母”林巧稚为中
国医学所作的伟大贡献。《白衣天使》由厦
门医学院各院系一百多名师生、耗时两年
多打造而成，目前已正式演出了三个专
场。“通过对林巧稚的演绎，我对她醉心医
学的大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青年
林巧稚的扮演者杨越淇说，每次表演完，
演员们都会潸然泪下。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
38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
本届集美学村文化艺术节以“活力新

集美·学村更青春”为主题，包括两场文化
论坛、17个文艺比赛、17场展演活动和
开、闭幕式。38项活动将从5月上旬持续
至10月，横跨两个学期。

其中，集美学村文化研讨会和大学生
嘉庚论坛为历届艺术节的固定项目。17
个文艺比赛包括“舞动学村”校园舞蹈大
赛、集美高校主题微电影大赛、集美高校
书法作品大赛等品牌活动，以及本届艺术
节新开创的首届“嘉庚杯”福建省大学生
美术作品大赛、首届集美学村大学生剧本
创作邀请赛、集美高校配音大赛等赛事。
此外，集美学村高校征文大赛、集美高校

微信歌唱大赛、集美高校朗诵大赛等“年
轻配置”的活动也格外引人注目。

本届艺术节还将搭建“云端艺术节”
平台，最大限度激发艺术节服务全人群的
新动能。通过线下和线上“双轮驱动”，艺
术节将以多媒体与多样艺术形式相互联
动的文化矩阵，让全民共享繁荣发展的集
美文艺。

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让学村文化焕发新风采

集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集美区正深入推进“人文集美”建设提
升工作，构建“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打
造“集美中央活力区”，更高水平建设“两
高两化”示范区。第三届集美学村文化艺
术节的举办，将为集美辖区师生打造展示
青春风采和昂扬面貌的闪亮舞台，进一步
挖掘学村百年积淀的厚重文化和精神内
涵，让学村文化焕发出新时代的魅力和风
采，同时巩固集美区和各院校之间的文化
交流平台，弘扬学村文化特色品牌，丰富
辖区师生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
力厦门打造“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
岛”。

合力打造知识产权信息
公共服务创新模式

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与厦大
签署市校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记者 陈泥 通讯员 周日升）近日，厦门市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与厦门大学签署市校合作
框架协议，就共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技术与创新
支持中心（TISC）达成共识。

作为我市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重要网点，厦
门大学TISC与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长期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互动。此前，双方已在开展知
识产权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课题研究、推进高校知识产
权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TISC能力建设等方面
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此次签署的市校共建合作协议，是双方推进知识
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又一创新性举措。”市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合作协议围绕发挥
TISC服务优势、合作开展项目研究、助推构建知识产
权全链条服务、探索成立技术与创新支持实体及政策
资金支持等五个方面展开。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
深化现有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
同促进厦门大学TISC提升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水
平、扩展服务内容，合力打造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信息公
共服务创新模式，为进一步优化我市知识产权营商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美术名家采风
描画大美鹭岛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 通讯员 谢逸致）昨日
下午，“一城春色半城花”美术名家厦门采风写生
暨写生作品展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鼓浪屿举行。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出席活动。

五月的厦门，生机勃勃。本次活动分为写生
与作品展两部分，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
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等近30位美术名家参与。
他们将在厦门的鼓浪屿与市园林植物园写生，用
国画、油画两种形式，展现厦门作为高颜值的生态
花园之城独有的艺术浪漫和文化气息，让鹭岛之
美在笔墨间绽放。

范迪安表示，厦门既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
产，又有新时代新征程的建设新貌，各位美术家
要用艺术的方式，特别是用美术的形象、方式，来
描绘、展现厦门，期望美术家们通过不同角度的
观察感受，能够创作出一批精彩的美术作品，用
美的画笔表现美的厦门。

据悉，写生活动结束后，所绘作品将于5月12
日在市文联展出。作品展对公众开放。

铸青春之魂 学村“艺术盛宴”开场
第三届集美学村文化艺术节昨开幕，38项活动将持续半年

我市首个
跨区成片开发方案获批
位于同翔高新城片区东部，总面积

约7116亩，系同类方案中面积最大
本报讯（记者 蔡绵绵 通讯员 许以栩 王星乐）记

者从同翔高新城片区指挥部获悉，厦门市2023年度
第一批次（新曦大道西侧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本月5日取得市政府批复，该方案是迄今为止厦门
市首个涉及两区且面积最大的成片开发方案。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片区位于同翔高新城片区东
部，土地总面积约7116亩，以工业用地为主，配套建
设城镇道路用地、公园绿地等，涵盖同安、翔安两区，
涉及两镇一街道共八个村居。

“该方案是厦门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
作落地实施以来，报批效率最高、批复时间最短的方
案。”同翔高新城开发建设运营主体火炬集团介绍，在
同翔高新城片区指挥部指导下，同安区政府、翔安区
政府、市资源规划局等各级单位和部门，高效推进方
案编制报批工作，从报件到获得批复仅12个工作日。

“随着重大项目持续落地，产业能级不断提高，同
翔高新城产业集聚带来的用地需求不断扩大。”同翔高
新城片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方案获批将为同
翔高新城“产、城、人、境”深度融合发展提供重要的土
地要素保障，也为重大建设项目的用地保障提供有力
支撑。

聚焦产业前沿 推动创新发展
2023福建省医药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手拉手”厦门站对接活动昨举行

厦门市中医院（北京中医
药大学厦门医院）：

生物医药研究烦琐
复杂，实现“源头创新、概
念性验证、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生产销售”全
流程衔接很重要。本次
活动为全省生物医药企
业及医疗卫生机构提供
了 一 个 双 向 沟 通 的 平
台。通过资源互通、平台
共建，实现“政—产—学
—研—医”一体化发展，
在资金、技术、团队管理、
市场化等方面助力创新
成果转化落地，推动全省
生物医药产业升级。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此次活动通过政策
解读、创新技术探讨、实
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展
开，打破了传统对话方
式，搭建起友好、平等的
探讨交流平台，让企业
与医疗机构的沟通更直
接顺畅，也增强了省内
医疗卫生机构与医药企
业的互信了解以及医疗
机构对本土创新品牌的
知晓度，有利于持续创
造创新氛围、营造产业
创新生态。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
此次活动受到企业

广泛关注和赞誉。活动
采集、交流了产业发展、
新药研发等信息，为企业
拓展市场、开展临床实验
提供了空间和资讯，促进
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协会作为政府和
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将
一如既往地帮助协调解
决政府与企业在经济发
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通
过以强扶弱，加强交流，
合作共赢。

本组文/本报记者 林岑
通讯员庄如真林琦

郭嘉祥黄菊
五月的厦门，草木葱茏，繁

花似锦。与这般景致同样生机
勃发的，是厦门生物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力品药业
国际化总部开工奠基，紫旭医药
研发的缩宫素注射液以MAH
模式获批上市，藤济医药连续两
款创新药获美国FDA批准进入
临床，艾德生物PCR-11基因产
品再获日本批准伴随诊断……

昨日上午，作为2023中国
（厦门）生物药产业大会的配套
活动，2023福建省医药企业与
医疗卫生机构“手拉手”厦门站
对接活动在厦门佰翔五通酒店
举行，进一步为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注入动能。

“这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工作部署的一项具体举
措，也是厦门从需求侧入手推进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次生动
实践。”厦门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手拉手”活动由科
技、工信、卫健、医保、药监等多
部门联手推动，全省上下形成合
力，共同搭建政府、行业监管部
门、医疗机构、行业协会与企业
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平台，打造浓
厚的产业互动氛围和更优产业
生态环境，共同推动全省生物医
药产业再上新台阶。

作为本次“手拉手”活动的
一大重头戏，昨日上午，创新药
械医企交流会拉开帷幕，来自全
省各地的生物医药行业协会、医
疗机构及企业汇聚一堂，详细了
解医保、药事管理、药械采购流
程等最新政策，交流行业创新成
果，共议产业发展新路。

与此同时，创新型企业与临
床应用领域等的行业大咖也来到
现场，与大家面对面分享创新药械
的临床应用经验。为了让不同行
业领域参会嘉宾更有针对性地展
开交流合作，活动还专门分为器
械、医药专场。

“我们希望通过解决临床的
痛点，为临床疾病治疗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在交流会上，大博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志雄详细分享了创新产品的研发
与临床试验合作经验。他表示，
大博医疗一直注重与医疗机构、
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积极推
动科学技术成果向产业转化，希
望通过此次交流会，让更多医疗
机构了解企业产品的创新性，帮
助创新产品加快推广应用，满足
临床应用和人民健康需求。

来自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
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厦门中
药厂、福州迈新生物、福建省闽
东力捷迅药业、力品药业等医
院、企业的行业专家也带来了精
彩的创新经验分享，现场交流热
烈、掌声连连。

行业大咖登台
多方交流

碰撞出创新火花

本次“手拉手”活动的火热，
不难窥见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的蓬勃生机。

在厦门这片沃土上，万泰沧
海、特宝生物、大博医疗、艾德生
物等一批高质量企业茁壮成长，
全球首个戊肝疫苗、国产首个宫
颈癌疫苗、国产首支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长效干扰素等创新产品
站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在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2022年
发布的“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排行榜”榜单中，厦门生物医药港
位列第10位、合作竞争力单项第
4位、人才竞争力单项第10位。

成绩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
日的辛勤浇灌。发展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是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出台了《加

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推动厦门等生物医药产业
集聚区发展。省工信局牵头建立
了手拉手工作机制、省医保局进
一步完善药品阳光采购机制、省
卫健委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省药监局在海沧生物医药港设立

“一窗口两中心”靠前服务……一
系列举措深受企业欢迎，厦门生
物医药产业协同发展的氛围更加
活跃。

下一步，我市将积极布局前沿
生物治疗技术、合成生物学、海洋
生物医药、创新疫苗等领域，加快
完善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链、资
金链、人才链和服务链，争创“生物
经济先导区”。到2025年，全市生
物医药产业规模将力争突破1500
亿元，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示
范集群、独具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中心。

走进产业一线 丰富活动让嘉宾满载而归

持续用心培育 推动产业发展再谱新篇

昨日，福建省医药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手拉手”厦门站对接活动举行。这是创新药械医企交流会
现场。（本报记者 张江毅 摄）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声
乐专业学生
演唱《春风十
万里》。（天下
集美 供图）

医企临床研究交流会举行。
（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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