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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从实现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等
重大科技成果，到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
等科研平台挂牌亮相，再到京津冀特色
细胞谷试验区崭露头角……小小细胞，
正在渤海湾畔迸发出无限活力。

昔日传统工业城市天津放眼长远、
提前筹谋，将目光聚焦于细胞，并由此
加大科研投入，吸引英才，加快成果转
化，打造细胞治疗中心和生产基地，建
设集研发、转化、应用、生产于一体的细
胞产业聚集区。

随着细胞产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天津在新质生产力新赛道上稳步前进。

小细胞激活新产业

知名疫苗研发企业康希诺生物股
份公司最近研发了一款 13 价肺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肺炎链球菌是引起儿
童肺炎、脑膜炎等严重疾病的主要病原
菌，我们的新药目标是为 2 岁以下婴幼
儿诱导出较高的特异性抗体水平，并产
生免疫记忆。”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
席科学官朱涛说。

这是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的
最新成果，也是这里创新勃发的佐证。

小小细胞，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
细胞产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天津拥有优质的医疗机构、权威
的创新平台、顶尖的专业团队，是我国
细胞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天津市
细胞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和创生物总
经理闫凤英说。

高科技企业是细胞产业最具活力
的开拓者。

走进博雅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基地，遍布精密仪器的实验室里，被洁
净服和口罩包裹着“全副武装”的科研
人员正紧盯着显微镜，观察最新送来的
样本。

这是一家致力于细胞治疗技术开
发及应用的企业。“细胞和基因技术正

在为治疗系统性、退行性、肿瘤性、遗传
性、创伤性疾病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
博雅生命旗下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磊认为，这是新质生产力
的典型代表。

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天津形成了
颇有影响力的干细胞产业、疫苗抗体产
业、免疫细胞产业、基因治疗产业、基因
检测产业，全产业链条轮廓日渐清晰。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家家企业
就像一个个“细胞”，慢慢聚集成一个

“细胞谷”。
2021 年 9 月，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

验区率先在滨海新区旗下功能区滨海
高新区挂牌。同年，由天津滨海新区打
造的“天津市细胞产业创新型产业集
群”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滨海新区科技局局长刘朱岩介绍，
滨海新区将细胞和基因治疗列为八大
未来产业之一，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积极构建
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落到
实处。

新产业聚高端人才

不久前的一个公开论坛上，昆翎医
药联合创始人张丹讲述了在天津创业
的故事。

十多年前，海外归国的他萌生了开
拓国内细胞 治 疗 产 业 的 想 法 。 不 过 ，
细胞治疗在当时属于前沿技术，国内
对其了解不多，但天津经开区却提供
了 3000 万元启动资金。昆翎医药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现如今聚集了 4000 余
名产业人才。

这个发生在天津培育细胞产业初
期的故事，展现了天津将人才视为创新
第一动力的决心。作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抢占未来赛道的重要领域，细胞产
业在天津拔节生长，得益于厚植育才

“土壤”，以吸引人才来此干事创业。
2021 年挂牌的细胞生态海河实验

室通过“揭榜挂帅”方式，充分发挥出新
型研发机构的体制特点，建立了全新用
人机制。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截至目
前，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引入 7 位院士，
团队成员 700 余人，成为我国细胞领域
当之无愧高端人才聚集地。

“在这里，科学家可以尽情碰撞创
新的火花，系统高效地组合攻关课题，
这种环境对创新大有裨益。”细胞生态
海河实验室前沿技术中心主任王洪说。

能者多劳，更要多得。
为此，天津选择以市场化手段为科

研成果“定价”，相继出台了股权分享、
知识产权折价、薪酬奖励等激励政策。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这里以现金收入加股权期权的
方式，在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中率先实
现将成果转让总收入的 49%奖励给成
果完成者，到 2020 年这一比例提升至
70%，专业运营率达到 32%。

长 江 后 浪 推 前 浪 ，育 才 大 业 要
跟 上 。

面对细胞产业高端人才稀缺问题，
天津超前规划，通过政府出资、政策支
持等手段，鼓励创新平台与企业、高校、
科研机构共建生物医药专业人才联合
培养机制。

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与天津医科
大学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框架协议，博
雅生命与南开大学联合培养的首个博
士后顺利出站，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
研究院与多所院校共计联合培养研究
生 1000 余人……

勇创新开拓新天地

今年元旦刚过，中国科学院天津工
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就传出好消息：新一
代碱基编辑技术开发取得重大突破。

科研团队开发了不依赖脱氨酶的碱基
编 辑 器 ，在 哺 乳 动 物 细 胞 中 实 现
C-to-G、T-to-G 的 碱 基 颠 换 编 辑 。
简言之，这项突破为生物医药等领域相
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

这家成立于 2012 年的“年轻”科研
机构近年来屡有重大突破，二氧化碳人
工合成淀粉、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全合
成等基础性创新。

近年来，京津冀特色细胞谷试验区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不久前，合源生物
研 发 的 我 国 首 款 白 血 病 治 疗 领 域
CAR-T 产品获批上市……

两年多以来，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
搭建一站式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创新
平台，研发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申
请专利 26 项，以第一单位或通讯单位发
表 SCI论文 450余篇。

幼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离不开
肥沃的土壤、和煦的阳光。

去年 6 月，滨海高新区发布细胞基
因产业首批“十大产业发展平台”。这
些平台聚焦从基础研究到临床治疗转
化应用研究的各关键环节，形成从基础
研究到临床上下游结合的细胞与基因
治疗“转化链”，进一步推动科技资源开
放共享。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我们只有
主动把握细胞与基因技术先机，才能在
竞争格局中求得一席之地。”张磊说。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
所“90 后”科研人员宋睆看来，“这正是
我们科研人员努力的好时候”。

聚焦当下、锚定未来，在新质生产
力新赛道上，天津的细胞产业正闯出一
片新天地，助力经济，造福人类。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王井怀 梁姊

小小细胞的“未来”含金量
—天津竞逐细胞产业新质生产力新赛道观察

3 月 26 日 ，
游客杭州西湖景
区赏樱。

近 日 ，杭 州
西湖樱花迎来盛
花 期 ，吸 引 市 民
和 游 客 前 来 观
赏。

新华社记者
龙巍摄

西
湖
赏
樱

在海南岛的东岸，沿海南环岛旅
游公路进入琼海地界，彩砖琉璃瓦的
村屋随处可见，窗沿房梁的彩绘讲述
着琼海人早年“下南洋”的故事。在
琼海的博鳌、潭门等滨海小镇，侨乡、
海洋等文化元素为乡村沉淀了南洋
乡愁和南海记忆，吸引众多客人前来
游览，赋能乡村振兴。

博鳌镇莫村村委会下属的留客
村地处万泉河下游的水陆要冲，村里
的渡口将官商文人聚集此地，因而得
名“留客”，这里也是早年“下南洋”的
必经之地。

侨乡故事道不完，莫村专设了“村
史馆”。在村民们日常来往频繁的村
供销社和村民茶舍，一位正在喝茶的
大姐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起村里的名人
故事。留客村的百余户人家曾走出
1000多名华侨，他们旅居在东南亚多
个国家和地区，出了“船王”蔡家森、

“百货之王”卢氏兄弟等代表人物。
这些华侨们历经磨难后衣锦还

乡，在留客村建家宅、修码头、办学
校、铺道路。坐落于留客村的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蔡家宅正是其
中之一。

来自北京的“候鸟老人”陈先生
和老伴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蔡家宅里，
他时不时拿出相机记录下老宅的角
角落落。“宅子保存得很好，一边游览
一边听蔡家故事，仿佛穿越了时空。”
他说。

蔡家宅第五代传人蔡仁汉告诉
记者，先辈蔡家森先生当年从留客村
出发，到印尼打拼成为当地华侨富
商，回国后他和兄弟建造了这座宅
子。蔡家宅结合了当地传统民居结
构和东南亚装饰，1934 年建成至今
已历经 90年风雨。

如今，海南留客旅游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在留客村投资打造“美丽乡
村”，公司总经理柴志仁认为，该村原
有的万泉河道、古渡口、古宅就是最好
的文化景观。下一步还将建设“海南
下南洋文化博览馆”，推出印尼风情演
出和华侨艺术展览活动。留客村正吸
引越来越多的华侨回乡投资，年轻一
代不用再为了温饱“下海漂远洋”。

2023 年 10 月，琼海成为全国首
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如
何让历史和文化为振兴路上的乡村
带来效益？博鳌镇留客村将乡愁的
诗写在万泉河畔的青砖上，潭门镇排
港村是把远方的海刻在泛黄的更路

簿里。
位于潭门港出海口的排港村，是

一座保存较为完整的海南古渔村，至
今沿袭“祭兄弟公仪式”“鲤鱼灯节”等
习俗，当地代代相传的“南海航道更路
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海航道更路经，也被称为“更
路簿”，是海南岛渔民自编自用的航
海“秘笈”，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
图，是古代琼海人发现和开发西沙、
南沙和中沙群岛的历史见证。

“80 后”王振忠出生在排港村的
一个船长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远
赴南海，并传下珍贵的更路簿。为了
留下潭门渔村的南海记忆，他将家族
传承的更路簿、罗盘、老地图、海捞瓷
等老物件收集陈列，开设了一家更路
簿博物馆并亲自担任讲解员。

“现在更路簿虽然已不常在航行
中使用，但这是南海主权的历史证
据，更是我们潭门人的精神寄托。”
王振忠从母亲带他的背带襁褓，讲
到父亲手写的更路簿，从一张“听祖
父 讲 西 沙 ”的 老照片道尽潭门人闯
海传奇。

风从海上来，渔船的汽笛声、出
海的鞭炮声宛如潭门的脉搏，仍跳动
不息。来自杭州的杜亚萍被潭门故
事深深吸引，“从附近的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过来，又走进这家更路簿
博物馆，看到满墙的老照片，听到潭
门老渔民的故事，不想走了。”她告诉
记者，这些有独特文化底蕴的乡村才
有滋有味。

今年春节期间，琼海的乡村旅游
点接待游客 18.47 万人次。其中，博
鳌镇的南强村、沙美村和留客村共接
待 2.75 万名游客，潭门镇排港村接待
游客 2.12万人次。

琼海市旅文局副局长侯媛媛说，
借助“博鳌效应”，琼海围绕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着力打造环
绕论坛会址、环绕沙美内海、环绕龙
潭岭等 3 个美丽乡村集群环带。注
重保留乡愁风貌和古朴韵味，修旧如
旧保护古村古宅古迹。南强村、沙美
村等“美丽乡村会客厅”扮靓“田园外
交”，留客蔡家宅、排港古渔村等为乡
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也为论坛年
会添彩。 新华社记者 夏天

记者 3 月 25 日从农业农村部农垦
局了解到，当前，全国农垦系统以稳面
积、提单产、抓社会化服务为重点，多
向发力推进农垦系统春季农业生产。

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农垦系统春
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展开，
春季田管工作扎实有力，春耕备耕稳
步 推 进 ，冬 小 麦 、冬 油 菜 苗 情 好 于 常
年，社会化服务有序对接，为今年粮油
生产起了好头、开了好局。

人勤春来早，田管正当时。安徽
省农垦集团下属各农场公司近百名农
技人员近日奔赴地头深入田间调查苗
情，开出田管“处方”，指导农户对症防
治病虫草害，做好农资农技农机服务
保障。目前，垦区 76.1 万亩在地小麦长
势较好。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要求，各垦区
要把春季田管作为当前农业生产最重
要最紧迫的任务，切实加强春耕备耕
情况的监测调度，统筹组织好农资保

供、农机作业、适期播种等工作，推进
春耕备耕扎实有序开展。

“目前我们已完成农机培训 3 期 90
人次，进行了农机设备的检修保养、制度
的修订完善，与五个垦区、两大央企达成
了农机服务意向，预计4月初开始作业。”
全国首家农垦农机应急服务中心——河
北农垦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张家口农
垦农机应急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各垦区在抓好垦区春耕生产各项
工作的同时，持续加力实施“农垦社会
化服务+地方”行动，进一步扩大社会
化服务规模，拓展服务领域，完善服务
模式，发展全产业链服务，探索建设一
批农垦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努力打造
一批有影响力的“垦字号”服务品牌。

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要继续创新合作模式，探索与地方共
建示范点，共组专业技术队伍，搭建形式
更为多样、对接更为顺畅的垦地融合发
展平台。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全国农垦系统多向发力抓春季农业生产

乡乡愁引客来愁引客来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琼海探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琼海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