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3 日上午，刚从公司总部
开完会，高健便急匆匆回到实验室，
开始了新的“战斗”。

高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今年51岁的他已经从事
药品研发 20 多年了。5 月 12 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石家庄市国
际生物医药园规划展馆，听取石家
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察
看医药产品展示，了解药品研发生
产情况。当时，他作为抗体药物研
制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面对面
与总书记交流。

“ 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
脉 牢 牢 掌 握 在 我 们 自 己 手 中 ”，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时
回 响 在 高 健 耳 畔 ，“ 加 强 自 主 创
新 ，一 刻 都 不 能 松 懈 ，绝 不 辜 负
总书记的嘱托！”

换上白色工作服，高健快步来
到生物发酵实验室。在这里，发酵
工艺研究碰上了难题，科研人员正
等着他一起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
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身为华药人，高健对此体会颇
深。华药被誉为“共和国医药长
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厂建
成投产实现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
产，使中国人平均寿命增长 10 岁
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物医药产业
如此重视，令高健更感责任重大：

“时代在变，华药人的使命不会变，
我们要始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给高健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如何回答好总书记
提出的新课题，他反复思考，斟酌
再三。

创新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高健带领团队不畏艰苦，不惧困难，一次次突破难关，历经
17年艰辛探索，终于研发出国家一类新药奥木替韦单抗。这是
我国第一个抗感染单抗药物，对狂犬病毒感染的保护效力接近
100%。

再难，也要迎难而上。在基础研究上持续发力，华药依托抗
体药物研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微生物药物国家工程中心两个创
新平台，搭建起10个关键核心技术平台。

目前，他们已经建起全国最大的医药工业微生物菌种资源
库。在基因工程菌种构建方面，大肠杆菌、酵母菌、动物细胞三
大表达系统都具备了独立自主的构建能力。

得益于这些基础研究成果，10 多年来，华药加快推进应
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已上市 20 多个新药。其中，在抗感染领
域研发出多个抗细菌、抗真菌耐药药物，在免疫调节领域开
发出多个器官移植特效药物，在血液系统领域增添了多个细
胞因子药物。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
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字一句回味总书记
的嘱托，高健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高健看来，做好“中国药”，就要面向广大群众临床用药需
求，进行更多细分领域的新药研究，研发生产出更多老百姓用得
起的好药。

“我们将聚焦抗感染、免疫调节、血液系统三个主要方向，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药研发力度，努力实现更多新突破。”高
健信心满满地表示，坚持自主创新，华药有着辉煌的过去，也一
定能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和资
源整合”“打造更多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重器”“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
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沧州、石家庄，深入

农村、港口、科研单位等，实地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总书记
对 河 北 发 展 寄 予 殷 切 期 望 ，饱 含 对 河 北 人 民 的 深 情 厚 意 ，激 励
着干部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做好工作，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
发展。

5 月 13 日 10 时许，在黄骅港综合港区集
装箱码头，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宝辉认真巡查码头集装箱作业情况。

蔚蓝的渤海之畔，长达98米的力诚6号船
停靠在集装箱码头，高大的门机不间断进行抓
取集装箱作业。

“你看，这艘船3公里之外的西南方向，就
是黄骅港煤炭港区。”王宝辉指着不远处说，

“两天前，我就是在那里给总书记汇报黄骅港
的工作。”

5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骅港
煤炭港区码头考察，详细了解黄骅港的位置优
势、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王宝辉一一作
了详细汇报。

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穹顶处，对内辐射范围
广，正在打造雄安新区便捷出海口。这里有两
条航道，一条是煤炭港区 5 万吨级双向航道，
另一条是综合港区20万吨级单向航道。2022
年，黄骅港完成煤炭吞吐量2.2亿吨，电煤保供
量居全国第一。

据王宝辉介绍，黄骅港历经近 40 年发

展，突破淤泥质海岸建设深水大港的瓶颈，
形成岸线长度 43 公里，可布置泊位 125 个，
建成 1 条 20 万吨级单向航道和 1 条 5 万吨级
双向航道，开辟了 32 条内外贸航线，通达全
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从单一煤炭输出
港到涉及矿石、粮油、通用散货业务的综合
贸易港转变。

“总书记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港
口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打造多功能、
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王宝辉倍感责任重大，

“这对公司来说，是发展的重大机遇，必须牢牢
把握住。两天来，我和现场的职工代表一起交
流感受体会，我们一定要把总书记的要求贯彻
落实好。”

5月12日，王宝辉来到液化管廊项目和鑫
海—金长兴管廊管道项目现场，和建设人员一
起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

“这两个项目，是我们加强港口能力建设
的重要举措，我们正全力以赴加快推进，确保
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努力打造优质工程、精品
工程。”王宝辉说。

今年一季度，黄骅港完成吞吐量 7897 万
吨，同比增长5.8%，实现首季“开门红”。

“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把黄骅港建设好、
管理好、运营好。”王宝辉表示，为加强港口能
力建设，他们正持续完善集疏运体系。“十四
五”期间，黄骅港规划了七条铁路专业线，建成
完工后，将实现码头和铁路主干线的互联互
通，大大提升港口交通便利性。

践行嘱托，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沧州、石家庄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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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宝辉：

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陈致远：

为智慧港口建设贡献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郝东伟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郭凯：

在盐碱地上种出“新粮仓”
河北日报记者 袁 铮

5月13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健（左）与技
术人员探讨交流新药研制。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5月13日，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宝辉（中）在黄骅港综合港区集
装箱码头进行码头作业巡查。 河北日报记者 李东宇摄

5月13日，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科技信息中心智能控制科副科长陈致远在该
公司刘华琳创新工作室记录设备运行状况。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5 月 13 日 10 时许，黄骅港港池内波光粼
粼，码头旁的货轮正在进行装船作业，一派繁
忙景象。

沿着码头来到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
司刘华琳创新工作室，记者看到陈致远正在和
同事开展协同智能化作业系统的调试。

5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骅港
煤炭港区码头，与 30 多名职工代表交流。陈
致远就在他们中间。

回想当时的情景，陈致远仍沉浸在激动之
中。“加强港口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机
制”……总书记讲话的一字一句，他都记在
心里。

作为该公司科技信息中心智能控制科副
科长的陈致远，如今已是刘华琳创新工作室骨
干成员。创新工作室的成立正是为了带动更
多员工投身创新实践，研发新技术，助力黄骅
港转型升级。

“我们研发的协同智能化作业系统，刚刚
在公司生产三部煤炭翻堆流程中重载测试成
功。”陈致远自豪地说，这个系统能实现黄骅港

煤炭翻堆流程的无人化操作，大大提高港口的
智能化水平。

精益求精搞创新，一项项技术应用到港口
生产中。

智能堆场建设，实现了堆场单机全自动
作业和精准配煤；智能装船系统，让黄骅港
实现了俯仰式与回转式装船机的全自动运
行……截至目前，创新工作室获国家发明专
利 13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5 项、国内领
先科技成果评价 4 项，为港口生产插上了“智
慧翅膀”。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随着科研项目
不断推进，创新工作室陆续从各单位抽调技
术人员，并采取‘师带徒’的方法，由老技术
员帮带新技术员。”陈致远说，创新工作室成
员结合各自优势，把找课题、技术研发、成果
申报等各项工作划分到责任人、落实到具体
事，形成闭环运行模式，利用业余时间商讨
项目进展、成果存在的问题，到现场研究课
题、开展试验。目前，创新工作室成员已覆
盖公司所有生产单位。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是我们今后努力
的方向。”陈致远表示，“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
聚焦智能生产，加快智能化平台建设，协同港
口上下游环节的计划编制，实现对设备运行和
装卸作业的一体化调度以及港口生产管理与
决策分析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在推动新技
术落地的同时，也愿将这些新技术推广到其他
港口，为智慧港口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立夏已过，小满将至。在黄骅市旧城镇仙
庄片区的旱碱地麦田里，小麦穗粒越发饱满，
一派生机盎然。

5 月 12 日 16 时许，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皮生态农业
试验站副站长郭凯再次来到这片麦田，开展实
地研究。

“一天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考察，了
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
况。我有幸当面作了汇报。”时隔一天，郭凯仍
难掩兴奋之情。

当天，郭凯第一时间找到导师——中国科
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刘
小京，分享他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的喜悦和收
获，更重要的是围绕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入研讨下一步的研究思路和工作重点。

位于沧州市南皮县双庙村的中国科学院
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是“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核心技术发源地，长期致力于盐碱地综
合利用研究，成立 30 多年来在南皮县、海兴
县、黄骅市等地建立了试验示范区，积极开展
耐盐碱作物鉴选、咸水微咸水利用、土壤培肥
改良等研究工作。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李振声
院士科研团队在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培育出

“小偃60”“小偃155”等小麦新品种，已在环渤

海低平原中低产田累计示范推广种植 400 余
万亩，表现出较好的抗旱耐盐碱特性。

“总书记说，‘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
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
物品种开发推广，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
积’，这些话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扎根盐碱地开
展高效利用研究的信心。”郭凯说。

沧州濒临渤海，虽然淡水资源缺乏，但地
下浅层咸水分布广，且十分丰富。科学利用咸
水资源是南皮试验站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郭凯坦言：“过去主要通过修水渠、挖排水
沟等措施，以强灌强排的方式淋洗地表盐分，
投入成本高，淡水消耗量大。特别是像黄骅这
种本就缺淡水的区域，很难实施。”

作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培养起来
的一名青年科技骨干，郭凯成功研发出冬季咸
水结冰灌溉改良滨海重盐碱地技术，利用
15g/L 的咸水实现了耕层土壤盐分由 10g/kg
降低至 3g/kg，保证了棉花、油葵、甜高粱、甜
菜、枸杞、芙蓉葵等的正常生长，实现了重盐碱
地的利用。如今，这项技术已在滨海盐碱区、
河套盐碱区进行了示范和应用。

“加强筛选耐盐的植物和作物品种，优
化盐碱地培肥节水改良技术，升级盐碱地适
生种植技术模式……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
很多。”郭凯表示，“牢记总书记嘱托，踏踏实
实做好每一场试验、搞好每一次研发，在盐
碱地上种出‘新粮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尽一份力。”

离开麦田的时候，下起雨来。
“真是及时雨啊，为旱碱麦解了渴。”郭凯笑

着说。当前，仙庄片区7600亩旱碱麦正值灌浆
期。这场雨，为这片盐碱地带来了丰收的希望。

5月12日，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副站长郭凯（右）和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一
起查看旱碱麦生长状况。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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