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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稳固产业发展，帮助企业摆脱
困境，稳定就业等，是对政府更好
地发挥职能、更大地改革创新的
一项考验。地方政府如何落实

“六保”任务，如何建链延链补链
强链？带着这些问题 ，《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全国两会期间专访了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贵阳市副
市长魏定梅。

《中国企业报》：贵阳市布局

健康医药产业依托哪些优势资

源？目前，全市医药产业发展规

模 及 企 业 发 展 状 况 处 在 哪 种

水平？

魏定梅：截至目前，贵阳市现
有规上医药企业65户，涵盖中成
药、中药饮片、化学药、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药包材及医用卫生材
料等多个产业，2019年实现工业
增加值增长1.4%。贵阳市医药产
品以中药制剂/饮片为主，产值约
占全市的69%；化学药其次，约占
全市的25%；生物制药和医疗器
械等行业占比份额较小，约占全
市的6%。

在中药民族药方面，贵阳市
中草药和成药资源非常丰富，拥
有中草药1993种，国药准字号药
品1082个，其中专利产品671个，
全国独家产品116个，其中民族药
(苗药)品种99个，占全省154个民
族药的64%，产品80%以上销往
省外。涌现出“同济堂”中华老字
号和“益佰”“同济堂”“德昌祥”

“远程”等一批全国驰名商标。
在化学药方面，65户规上医

药企业中涉及化学药生产企业19
户，共有化学原料药及制剂药号
109个，已通过化学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品种2个。2019年企业实现
产值 108.4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91.35亿元。2019年产值超5亿元
企业7户，产值1亿—5亿元企业9
户。2019年单品销售收入超5亿
元的化药品种1个，1亿—5亿元
的化药品种4个。

在生物制药方面，依托泰邦
生物制品等企业，培育发展了人
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静注人
免疫球蛋白、乙型肝炎人免疫球
蛋白、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破伤
风人免疫球蛋白、人凝血酶原复
合物、胎盘多肽注射液等多个品
种和产品。

《中国企业报》：贵阳市在打

造健康医药产业中，政府采取哪

些措施推动其发展？并取得了怎

样的成果？

魏定梅：贵阳市在医药产业
发展上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
面发展健康医药产业，另一方面
构建化学药产业链。主要是从政
策制定、组织保障、金融支持、项
目建设等多方面统筹安排，形成
合力打造医药产业生态圈，不断
发展壮大。

首先，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明确贵阳市健康医药产业
2020年、2022年和2025年各阶段
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
施。同时通过正在编制的《贵阳市
化学药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找出
适合贵阳市化学药全产业链发展
路径，以及为实现化学药全产业链
发展应当采取的保障措施等。

其次，强化组织领导，全力推
动化学药产业链发展。按照贵阳
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关于推进化学

产业链发展的有关要求，成立了
化学药产业链工作专班，我任“链
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为牵头单
位。去年以来，我们多次到实地
调研化学药生产企业，并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积极推进全市化学药
产业链发展。

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及化学原
料药合成基地建设。2019 年以
来，贵阳市健兴公司数字化提取
制剂车间建设（一期）、千叶公司
包装材料和容器生产线及其配套
工程建设、金天力公司中药饮片
及100吨植物提取项目、贵阳亚宝
公司改扩建项目等7个项目建成
投产。同时，为帮助医药企业解
决原料药供给问题，贵阳市于
2019年8月启动贵阳市化学原料
药合成基地项目建设，目前相关
工作正有序推进。

为助力医药企业发展，争取
省市各级资金支持，贵阳市共有
贵州益佰制药等23个申报项目获
得2019年度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
业（健康医药）产业振兴专项资
金，共计2980万元。目前，正在组
织企业做好2020年省十大千亿级
工业（健康医药）产业专项资金申
报工作。

截至目前，贵阳市医用口罩
企业从原有1户、日产能6万只增
长至目前的19户、日产能382万

只，至今累计生产8400余万只，医
用防护服、护目镜、防护面罩和医
用测温仪等产品实现从无到有。

《中国企业报》：贵阳市下一

步将采取哪些重要措施来完善产

业发展，特别在招商引资、产业链

补链强链方面如何规划？

魏定梅：根据近年来贵阳市
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下一步
重点将在聚焦化学仿制制药发展
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产业链上游
化学原料药合成基地建设，重点
在补链、强链方面发力，推动健康
医药产业及化学药全产业链发展
相关工作，力争今年全市健康医
药产业总产值达到250亿元。

我们将继续强化产业招商引
资工作：一是依托乌当区景峰药
业、新天药业，清镇市科伦药业等
现有企业，引进其在省外研发的
品种落地贵阳建设；二是针对化
学药全产业链发展，特别是高端
仿制药、生物药等制剂发展，对接
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积极谋
划和引进一批强链、补链重点企
业入驻贵阳，推动项目落地建设，
尽快形成增量；三是深入实施“黔
药出山”，鼓励支持益佰制药、天
安药业、圣济堂制药等企业通过
参加全国药品交易会等行业专业
展会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打造贵
阳市“黔药”优质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贵阳市副市长魏定梅：

补齐化学药产业链 助力医药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行各业
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央提出今年
工作重心将以“六稳”“六保”为
主。作为中国重要的石油基地，
山东省东营市如何抢抓机遇，推
动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全
国两会期间，《中国企业报》记者
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东
营市副市长冯艺东。

《中国企业报》：疫情之下，许

多企业生存遇到困境，东营市采

取了哪些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共

渡难关？

冯艺东：今年2月，东营市为
纾困中小企业及时出台《关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
见》，意见包括加强金融支持、加
大稳岗力度、减轻税费负担、优化
政务服务等几个方面。

例如：通过建立信贷服务绿
色通道，提供“一对一”线上保姆
式金融服务，安排专项信贷额度，
给予最优惠贷款利率；降低企业
资金使用成本，对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中小企业和疫情防控重点物
资生产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减按50％收取担保费。此外，
还对企业出台缓缴社会保险费、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减免中小企
业税费、延期缴纳税款等救助
措施。

《中国企业报》：东营市作为

中国重要的石油基地，石化产业

发展有基础和优势，目前该产业

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

冯艺东：东营市因油而生、因
化而兴。全市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7220万吨，是全国炼油产能最大
市，包括关联产业在内的经济总
量占到全市工业的半壁江山。然
而目前也存在着发展困局，由于
炼厂布局分散，缺少烯烃芳烃等
重大基础原料产品，已经制约了
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集群的
打造。

《中国企业报》：鉴于以上的

情况，东营市的工作着力点和发

展方向在哪里？

冯艺东：下一步，我们要积极
抢抓机遇，坚持以产业集群发展
为方向，以推动地炼企业整合转
移为牵引，以项目建设和“双招双
引”为抓手，全力推动石化产业安
全、绿色、循环、高效、集群发展，
加快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核心区。

《中国企业报》：打造鲁北高

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特别是

做好石化产业招商引资、补链强

链等工作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冯艺东：石化产业已经到了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当前，东
营市依托龙头企业、大项目带动，
注重做好建链、延链、补链的文
章，推动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
升，培育壮大产业集群，加快调结
构、转动能，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我们的工作重点将放在以下
几方面：

强化顶层设计。抓住山东省
规划建设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明确东营市功能为炼化一体化区
的重大机遇，坚持高点定位谋划，
把加快东营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建
设，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
心区列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一号
工程、核心工程，明确了东营港经
济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主战场、

鲁北高端石化基地核心区、‘双招
双引’主阵地、新材料产业拓展示
范区”的目标定位，成立工作专班，
聘请高端智囊机构，编制了东营市
化工产业发展规划、东营高端石化
产业基地规划和行动方案，重点依
托港口和炼化产业基础优势，按照
国际一流标准高水平引领发展一
体化产业。

优化空间布局。坚持问题导
向，扎实推进开发区改革创新试
点工作，压减管辖面积，压减内设
机构，压减社会职能，尽最大努力
创新开发区体制机制，为发展石
化产业基地奠定坚实基础。目
前，东营港开发区正在对标世界
先进石化产业基地（园区），按照

“大港口、大物流、大化工、大仓
储”的总体思路，推进基础设施一
体化、物流一体化、能源一体化、
消防一体化、安全环保一体化、产
业企业产品协同化建设。

注重创新引领。霍尼韦尔
UOP协同创新中心落户东营港，
双方将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技
术转移、成果转化、“双招双引”等
方面进行深入友好合作，为高端
石化基地建设、石化产业转型升
级、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注
入新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东
营港智慧园区、智能工厂、科技成
果转化中心和中试基地等一大批

重大事项和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和
建设，将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建设石化产业集群提供原
动力。

突出项目带动。围绕港口、
产业、基础配套、智能智慧等重点
领域，组织实施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引领高技术、高附加值，
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方向。东营威
联化学有限公司200万吨/年对二
甲苯项目，是石化产业由炼油初
加工向芳烃路线精深加工发展的
标志性工程，该项目的批复实施，
标志着东营市拥有了重大基础化
工原料，具备了布局发展聚酯、树
脂等新材料项目，以及延伸芳烃
产业链条件，鲁北高端石化产业
基地核心区建设进入新阶段，为
加快炼化企业整合重组，争取国
家布局重大项目探索了路径。

精准“双招双引”。按照石化
产业布局和产业链条发展，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重点，瞄准世界
500强、央企、行业领军企业、细分
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高科技领
域的独角兽企业，跟踪研究其产
业布局和投资趋向，制定差别化、
个性化招商方案，开展一对一、点
对点、高密度、精细化对接洽谈。
目前，中海油、中石化、中国能源
工程公司等战略投资者引进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东营市副市长冯艺东：

多措并举 打造鲁北高端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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