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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年前到現在，深圳制定了一
系列政策，鼓勵扶持生物醫藥產業的
發展，將它作為主要支柱產業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幫

助我們老師的項目實現它的轉化應用。」葉德全告
訴記者，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依託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現有的實驗平台和師資力量開展研
發。

在促進深港科研合作的同時，該研發中心還幫助
港中大（深圳）老師將現有科研項目轉化成今後有
發展前景應用價值的項目，同時承擔橋樑作用，連

接基礎研究和企業生產，為大灣區生物醫藥企業和
研發機構提供先進的科研服務。

葉德全說，在首批16個項目的基礎上，中心選出
了8個發展前景比較好的項目進入二期轉化階段，包
括新冠方面的研究，神經精神系統的藥物研發和天
然藥物的研發等。截至目前，中心已申報了10個發
明專利，並提供蛋白質結構解析等15項針對不同功
能及對象的高端科研服務項目。

葉德全透露，目前已有10多家企業跟中心簽訂了
戰略合作協議，另有幾家企業將與中心一起建聯合
實驗室。

作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引進的
首批五個國際高端科研項目之一，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
發中心於2020年正式成立。目前，該中

心已建有靶標及創新藥物開發平台、生物大數據分
析應用平台、精準及再生醫學研究轉化平台及中藥
現代化及藥物化學合成平台4個生物醫藥研發平台。

「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這樣一個項目非
常有意義，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能更好地
把香港的科技工作人員和深圳的產業發展優勢結合
起來，共建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近日，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醫學院副院長、福田生物醫藥創新
研發中心主任葉德全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他介
紹，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發
中心的辦公場地及實驗室用地分別位於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的深港國際科技園和國際生物醫藥產
業園，總建築面積約 3700 平方米，包括乾式實驗
室、細胞培養實驗室、蛋白藥物中試實驗室等功能
區域，可開展AI+製藥、細胞分析、蛋白純化分析

等科研及服務項目，同時具備業務培訓等功能。
在介紹蛋白藥物中試實驗室時，葉德全強調該實

驗室對後續開展工作非常有幫助。據其介紹，在該
研發中心成立之初，港中大港深兩校科研人員溝通
了雙方需求。香港校區計劃建幹細胞研發中心，但
在蛋白藥物的製備方面比較缺乏資源。於是，港深
兩校決定在河套的研發中心設立蛋白藥物中試實驗
室。 「因為中試實驗室能夠保障你拿到一定數量的
質量有保證的材料，有了這些蛋白，我們可以進行
臨床前的研究。」葉德全說， 「我們香港同事有很
大的需求，所以這個實驗室建成以後，雙方都能
用，香港的同事也可以過來。」

葉德全告訴記者，研發中心專門設置了深港合作
辦公室，他認為，在資金過河、設備過河等問題
中，最重要的是人要過河。至於設備方面，他建議
將河套地區的免稅政策擴展至設備購買，此外，還
建議合作區在數據過河方面先行先試，希望能夠數
據共享，為今後的新藥研發或者疾病治療提供更好
的指導。

加快推進港深科技合作

搭建科研產業化橋樑

葉德全以舊金山灣區企業與高校人
員自由往來的科研生態環境為例，指
出深圳也要建立這樣的科研生態環
境。葉德全說，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需要生態，這些年來，深圳在構建生物醫藥產業
生態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 「在福田建研發中心
的兩年多裏，我感到福田區政府各級部門的工作
效率是非常高。在深圳搞研發的效率，我個人感
覺，跟國際上任何一個產業發達地區的效率相
比，一點都不差。」

葉德全曾在上海張江高科工作過，他認為，在
生物醫藥方面，上海張江高科、蘇州工業園區以
及杭州一些地方及北京中關村在成果轉化工業基
礎設施方面已經建得非常完善。 「深圳生物醫藥
產業起步雖晚，但近兩年發展速度非常快，絲毫
不比當年的上海張江高科慢，加上與香港高校的
科研結合，相信以後會以更快的速度取得更好的
成績。」葉德全的信心來自於深圳對生物醫藥的

重視，更來自於深圳與香港的優勢互補。 「憑借
香港的高等教育優勢、深圳的產業優勢，兩者結
合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動力能夠推動我們生
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日前，首屆國際生物醫藥產業生態大會在龍崗
舉行，大會以 「創 BT 新生態 築產業新高地」為
主題，聚焦於生物醫藥產業的系統生態構建，匯
聚政府、學術、產業、資本等多方力量，全方位
助力深圳生物醫藥產業加速發展。葉德全說，在
生物醫藥方面，深圳各區各有優勢，龍崗負責生
物藥開發，還有坪山、光明等區，福田也是政策
探索區， 「如果香港同事能夠充分發掘這些優
勢，那麼轉化研究尤其生物醫藥方面的轉化研究
就會做得更好。這方面優勢充分發揮起來，我們
一點都不比長三角差。」葉德全說，早年深港在
電子工業通訊領域的合作已經體現優勢了，相信
在接下來的幾年也能夠在生物醫藥領域發揮出合
作優勢。

優勢互補推業界發展

葉德全籲融合兩地科研力量

深港共建灣區生物醫藥產業高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陳彥潔報道：戰疫三年，深港通關在望，社會

翹首以盼。 「殷切期望通關能夠早日實現，大家往來方便有利於科研合作。」
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發中心主任葉德全教授看來，該
中心利用深港合作區的地域和政策優勢，把香港科技人員與港校基礎科研優勢
和深圳的產業發展優勢結合起來，融合兩地科研力量，助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生物醫藥產業高地。

香港中文大學（深
圳）醫學院副院長、
福田生物醫藥創新研
發中心主任葉德全教
授。

記者謝燁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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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黃山、禮儀徽州。有溫度的人文之地、有顯示度的文明之地、有感受度
的精神家園……從 「文明城市」 邁向全域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安徽黃山正着力
構築道德風尚建設的新高地。 沈成 黟子漢

文明之城展翅騰飛
黃山市古稱 「徽州」 ，是山水

人文交融的風光勝境、風雅之
城。近年來，黃山市將城鄉文明
一體化作為提升群眾生活福祉的

民生工程，探索富有特色的城鄉精神文明融合高
質量發展之路。

綻放文明之花，結出最美碩果。值得一提的
是，該市依託徽文化發祥地優勢，推動徽州優秀
傳統文化因子深植於城市文明的血脈。其中，組
織對徽州楹聯、家訓家規等4000多種文獻和超
百萬文書進行發掘，建設村史館、鄉賢館、好人
館；整理出具有當代價值和傳承意義的徽州傳統
族規家訓300餘條；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推廣並巧
用活用 「作退一步想」 理念和做法……從提升城
鄉文明程度到提高市民文明素質，黃山內外兼
修、久久為功。

「文明新風尚是一場經久不息的實踐和培育
過程。傾城的美，需要我們傾心的努力。」 在
黃山市委文明辦主任朱永勝眼裏，城市的美，
應該是秀外慧中的美。當有更多的社會成員自
發參與到志願服務隊伍之時，文明之風必將蔚
然形成。

從 「一枝獨秀」 到 「滿園春色」 ，對文明的
不懈追求煥發出來的無限激情，支撐着 「五個
之城」 的強勢崛起，又推動着文明之城的展翅
騰飛。黃山市先後榮獲中部最佳投資城市、中
國最具生態競爭力城市、中國人居環境獎城
市、國家衛生城市、平安中國建設示範市 「五
連冠」 等榮譽。11月24日， 「2022中國城市
旅遊發展論壇」 揭曉 「非凡十年·魅力二十
城」 旅遊城市名單，黃山躋身前十。

一個全域文明的新黃山，必將為把黃山建設
成為生態型國際化世界級休閒度假旅遊目的地
城市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和豐潤的道德滋養。

添彩「國際會客廳」 黃山打造全域「文明版圖」

黃山市中心城區一瞥。 樊成柱 攝

「中國好人」
李培生（左）與
胡曉春在迎客松
前。 張瑞攝

熱烈祝賀香港商報創刊70周年
「板凳課堂」 接地氣暖人心。

全國文明城市，是一個城市引以為傲的金招牌。
2020年，黃山市榮獲第六屆全國文明城市稱號。

12月8日至9日，第七次中國政府與六大主要國際經濟
組織負責人 「1+6」圓桌對話會等多場重大外交活動在
黃山舉辦。此前的3月到4月，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阿
富汗問題 「中美俄+」磋商機制會議皆在該市舉行。這
或是其成為中國外交 「會客廳」的 「文明力量」。

今年，黃山市圍繞推進 「大黃山」建設，首次提出打造
「國際會客廳」。這，自然離不開文明的浸潤與賦能。
在黃山市文明委全會暨2022年全域全國文明城市創

建工作推進會上，黃山市委書記凌雲強調，黃山是享
譽世界的中國名片，開展全域文明創建意義重大。要
錨定目標、埋頭苦幹，交出全域全國文明城市創建的
高分答卷，為高標準建設生態型國際化世界級休閒度
假旅遊目的地城市作出更大貢獻。

此次會議提出：鞏固擴大創建成果，打造全覆蓋、
全域化文明版圖。讓千家萬戶、千行百業、千街萬巷
的 「微光」匯成全域文明的 「星海」。

道德潤澤 厚植文明根基
2022年8月13日，習近平給黃山風景區工作人員李

培生、胡曉春回信，對他們繼續發揮 「中國好人」榜
樣作用提出殷切期望，勉勵他們積極傳播真善美、傳
遞正能量，帶動更多身邊人向上向善。

黃山大地好人不勝枚舉，他們用凡人善舉為黃山奮
力崛起趕超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豐潤道德滋養。截
至目前，黃山市共有全國道德模範及提名獎8名、安
徽省道德模範及提名獎15名，湧現出 「中國好人」91
名、 「安徽好人」131名，評選出黃山市道德模範及
提名獎213名、 「黃山好人」653名。

大型現代滬劇《挑山女人》由安徽省道德模範汪美紅
事跡改編，該劇先後榮

獲中宣部 「五個一
工程」優秀獎等
15 個 國 家 級 獎
項；大型現代黃

梅 戲 《 有 鳳
來黟》講述
中國好人金玉
琴如何帶領村
民脫貧致富的
故事……榜樣
的 力 量 是 無 窮
的。黃山市通過
打造黃山先進人
物館，以榜樣為
原型，創作一批文
藝作品，以老百姓
喜聞樂見的形式，營造了 「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社會
氛圍。

全域創建 繪就文明底色
積極提升城市道路、公園廣場、交通擁堵節點等12

個方面工作；完成10家農貿市場 「標準化」改造；推
動 「兩高一場」周邊環境整治延伸拓展；探索建立 「乾
淨城市」黃山標準和長效管理體系……黃山市始終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把文明城市創建工作落腳點放在人

民群眾最關心的難點、痛點、堵點上。2021年，群眾
對全市文明城市創建工作的滿意度達到99.73%。

為深化全域全國文明城市創建工作，今年6月，黃
山市提出以創建全域全國文明城市為抓手，全面實施
打造 「全國最乾淨城市」三年行動，優化城鄉環境，
賦能全域旅遊。

「一把手」推動、 「一盤棋」部署、 「一竿子」到
底。此間，黃山市各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帶頭參加
「清理河道·清潔家園」環境整治等志願服務活動，依

託965個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點），大力宣
揚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 「永禁泥沙垃圾入河，違者
罰銀三兩」等徽州優秀傳統文化因子；組建文明實踐志
願服務隊2877支，打造 「生態美超市」等新時代文明
實踐特色品牌70餘個；實施星級志願者禮遇12條……
講文明、改陋習、樹新風在黃山大地成為行動自覺。

「真正讓一城人動起來，讓一座城美起來。」黃山
市委副書記、市長孫勇在參加 「清理河道·清潔家
園」環境整治志願服務活動時指出，文明始於心，創
城踐於行。要積極行動起來，集中開展河道及沿線垃
圾清理、雜物清除、淤泥清暢等志願服務活動，迅速
掀起全市河湖水域清潔行動創建熱潮。

惠民實踐 彰顯文明力量
行走在黃山市的各個街巷，總能感受到濃厚的文明氛

圍，道路、小區乾淨整潔，農貿市場整潔有序……這些
變化得益於 「群眾雲點單、中心雲派單、志願者雲接
單」的文明實踐工作新模式。群眾需要什麼，志願服務
就開展什麼， 「互聯網+文明實踐」模式精準服務群
眾，初步形成了新時代文明實踐的 「黃山樣板」。

從2015年開始， 「幸福四葉草」志願服務隊就活躍
在徽州區徽州人家社區的各個角落，這支隊員平均年齡
超過65歲的志願服務隊，為美化家園、調和糾紛貢獻
着自己的力量；市第三人民醫院打造的 「仁愛醫療」志
願服務品牌項目，為社區、村鎮居民送健康、送知識、
送溫暖；黃山區仙源鎮 「板凳課堂」讓黨的最新理論
「飛入尋常百姓家」……一個個有特色、高品質、接地

氣的新時代文明實踐特色品牌項目，激發了文明活力。
目前，黃山市培育打造了新時代文明實踐特色品牌

項目600餘個。黟縣西遞打更隊、黃山山海公益負責
人程劍、屯溪區陽湖鎮柏山社區等9個先進典型當選
全國學雷鋒志願服務 「四個100」先進典型。他們厚
植精神文明沃土，以一個個 「凡人英雄」的故事，凝
聚起新征程上昂揚奮鬥、向上向善的力量之源。

西遞： 「席地而坐」 好風光沁潤文明底色。 汪澄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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