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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卢刚、邓卫华、邵鲁文

布洛芬片、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尼莫地平
片……这些百姓“最贴心”的常用药品，是新华
制药(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拳头”产
品。这些药品多数价格都在“个位数”，价格最贵
的也只有十几元，是名副其实的“廉价药”，但更
是货真价实的“救命药”。

二三十块钱一把的医用剪刀和镊子看似简
单，但再简化的生产工序，也需要 70 多道，加上
机器运转的消耗与劳动力成本，企业完全是贴
钱生产。但就是这样一把把“亏本”的手术剪刀，

新华医疗(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却
甘愿生产了 76 年。

时光倒流到 76 年前的 1943 年，艰难时世
中，缺医少药，民生维艰，胶东军区抽调 18 名战
士成立了一个制药小组，进行战时药品的研制
与生产。1944 年，制药小组被正式命名为“新华
制药厂”。1953 年，制药厂下的医疗器械分厂与
制药厂各自独立挂牌。

70 多年来，“分家”却不“分心”的两家共和
国医药国企——— 新华制药和新华医疗，秉承“红
色基因”，无论是战时的应急救死扶伤、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系列技术攻关，还是改革开放后的
现代化转型，都坚守着让世人看病更便宜、更方
便的朴素“初心”。

不忘初心：让百姓看病少花

钱、让国人用上廉价药

1949 年，中国华北黑热病流行，由于没有
特效药，不但病死率很高，而且互相传染。形势
严峻！研制新药的任务，落到了刚刚 6 岁的新华
制药厂身上。经过紧急攻关，第二年，我国第一
个治疗黑热病的特效药——— 斯锑黑克就研制成
功，一举扑灭了肆虐半个中国的黑热病疫情。

随着医学的进步，黑热病早已不再多见，但
新华制药仍在坚持生产斯锑黑克这一销量极低
且无任何利润的药物。这样见效快、“不赚钱”的
药单还很长：布洛芬片、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
尼莫地平片……

为何始终坚持生产这类利润并不丰厚的药
品？新华制药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代铭告诉记
者：“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成立时的‘初心’——— 新
华制药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药品紧缺问题，新
华人对于自己骨子里红色基因带来的责任感，

看得比利润重。”
记者了解到，斯锑黑克以及用于治疗误食

毒鼠强的特效药乙酰胺注射液，目前只有新华
制药生产。“由于保质期短，生产的这类药物，

90% 以上最后都报废了，企业还要为此付出高
额的成本。但就算亏本，我们还是要生产。关键
时候这些药能挽救宝贵的生命，不能因为没有
利润，就放弃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张代铭说。

如今，医疗器械行业生产基础医疗器械的
厂家少之又少。在新华医疗的展览室里，各式各
样的手术剪刀挂了满满一墙，足有两三百把。其
中简单的一把 14 尖直手术剪，工艺流程也要
74 道！“机器运转消耗、劳动力、仓储物流等成
本算下来，企业完全是亏本。”新华医疗副总经
理杨兆旭说，保障最基础医疗器械的供应，就是
保障老百姓看病不涨价的基础。从 1943 年起，
新华医疗就坚持生产各类廉价又好用的基础医
疗器械，“初心”始终如初。

“去医院验血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在这背
后，却是国外医疗器械企业高昂的利润。”杨兆
旭告诉记者，“一台瑞士进口的全自动血型分析
仪价格约 20 万欧元，但新华医疗自主研发出的
相似产品，售价仅 20 万元人民币。”

“只有把医疗设备的费用降下来，才能降低
看病成本。”杨兆旭告诉记者，多年来新华医疗
牢记“初心”，一次又一次打破发达国家尖端医
疗设备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让更多人能用上
价格更便宜的好设备。

牢记使命：从跟跑并跑到领

跑，让民族品牌更闪亮

“上个世纪 80 年代去德国，德国人对我说，
你们中国的药品，加起来也就我们拜耳(德国制
药公司)那么多，言下之意很瞧不起中国！”说起

过往的事情，今年已经 92 岁、曾任新华制药
总工程师的陈洛熙老人依旧印象深刻。

如今，新华制药每年向全球提供 3万多吨
原料药、80 多亿片剂、近 20 亿粒胶囊剂、10
亿支针剂，出口额 2亿美元，阿司匹林、布洛芬
等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 1/3以上。经过几十年
耕耘，新华制药在不少领域打破了垄断，在药
品质量上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飞
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刘梅林
告诉记者，在全国 18家医学机构共同参与的
“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有效性、安全性的对比
研究”中，新华制药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与
进口阿司匹林肠溶片相比，不良反应发生率
显著降低，安全性明显优于进口产品，对于这
种已有百年历史的药物而言，新华制药这一
民族品牌实现了对国际知名品牌的赶超。

“原先，这件设备我们国内都进口日本的
产品，但现在我们自己的产品已经卖到了日
本。”说起新华医疗自主研发的过氧乙酸低温
灭菌器，新华医疗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尚峰难
掩心中的激动。曾经，从日本进口的灭菌设备
占据国内 70% 以上的市场；新华医疗自主研
发出过氧乙酸低温灭菌器后，因质量过硬、价
廉物美，不仅占领国内市场，在日本市场也获
得了很好的美誉度。

记者在位于淄博市高新区的新华医疗总
部生产车间，看到新华医疗自主研发的国内最
大孔径螺旋 CT，它填补了国内尚无放疗专用
大孔径 CT 的空白。“这类器械全球仅有两家
公司能够制造，一家是飞利浦，另一家就是我

们。”许尚峰说，新华医疗的新品上市后，国外
同类产品价格从 700 万元降到了 500 万元。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目前新华医疗正
在研发国内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能医用电
子直线加速器，这代表着最前沿、最尖端的医
疗设备研发技术。这一产品一旦投入使用，将
打破美国、瑞典等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单
台设备的引进费用会降低 1000 多万元人民
币，国内肿瘤患者的治疗费用也将因此下降。

“过去，国外医疗设备巨头根本看不起我
们的产品，现在很多企业主动来寻求合作，甚
至引进我们的设备。新时代新使命，我们下定
决心，要让民族医疗品牌走向世界，在世界舞
台展现中国一流的研发实力和产品质量。”许
尚峰说。

继往开来：“老字号”提升“智

造”水平，创新转型激发动能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华制药生产车间，机
器轰鸣声夹带着大锤声，真是‘抡起铁锤响叮
当’。但现在，厚重的玻璃幕墙后面都是无声
运转的先进设备，仅有的一两名工作人员也
是对着电子屏幕操作！”1948 年加入新华制
药厂、今年 89 岁的徐经奎感慨地说。

诞生 76 年来，“老字号”光环没有羁绊住
两家国有企业前进的脚步。尤其是进入新世
纪以来，两家国企通过搭建创新研发体系，不
断提升“智造”水平，实现了产品产能与品质
的同步提升，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多年来，无论企业遇到什么困难，公司
都坚持科技投入不放松。2018 年新华制药
的科技投入达到 1 . 87 亿元。”张代铭说，在
他看来，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
促进企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一把金钥匙。
新华制药研究院院长郑忠辉告诉记者，目前
新华制药的生产车间全部设备实现了智能
管控，企业的“智造”水平大幅提升。

“我们的发展秘诀就是创新，公司始终以
创新为核心，不断改进和完善技术、营销、管理
三大创新体系，推动企业发展勇立潮头。”许尚
峰说，新华医疗按照“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
备一代”的方针，依托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构
建了面向市场、着眼未来的“三级研发体系”。

这一体系的一级研发负责市场上销售产
品的升级换代、工艺改进。二级研发有针对性
地研发 3 年至 5 年内要上市的重点新产品。
三级研发则是依托在北京成立的高端放疗和
医学影像产品研发中心，以及在上海成立的
生物医学材料和微创器械研发中心，重点研
发 5 年后上市的战略产品，为未来发展提供
重要的技术和产品储备。

新华医疗总部刚刚举办过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正在建设规划
总建筑面积达到 15 . 6 万平方米的医学影像
产品产业化项目和生物制药装备项目。项目
建成后，将形成高端医疗影像诊断和治疗设
备 440 台(套)、生物制药真空冷冻干燥系统
80 套、大型输液灌装线 15 套、制药消毒灭菌
设备 200 套的年生产能力，预计带动年产值
约 15 亿元。

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两个新
华”还努力锻造了一支高精尖与多梯次兼备
的人才队伍。2017 年，新华制药与清华大学
药学院合作建设了科研平台，与沈阳药科大
学合作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青岛科
技大学联合成立了解热镇痛药先进制造工程
技术中心。2018 年 11 月，新华医疗获批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76 载岁月峥嵘，76 年砥砺奋进，‘两个
新华’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新时
代新征程，新华人正以饱满的热情和奋斗者
的姿态，向着远方的星辰与大海进发。”“两个
新华”始终如一“一颗红心”，这是走过 76 载
的几代新华人共同的心声。

新华社重庆 6 月 19 日电
(记者栗建昌、何宗渝、黄兴)阿
里云创新中心(重庆)日前在重
庆两江新区正式投入运营，成
为继北京、杭州之后阿里云布
局的第 3 个重点创新中心。根
据规划，该中心将通过构建开
放式创新生态圈，聚集一大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慧
城市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创新
创业企业，孵化超过 100 家中
小型数字经济企业。

2017 年年底以来，重庆大
力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看准了
重庆的区位、政策、产业基础等
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浪
潮、科大讯飞等互联网“巨头”
纷纷前来布局，有力带动了重
庆智能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
型。

数据中心是大数据智能化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记者从
腾讯公司获悉，位于重庆水土
高新生态城的腾讯西部(重庆)
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二期第二
工程即将开工，这个总投资超
过 100 亿元的数据中心建成
后，将形成 20 万台服务器的计
算服务能力，成为西部地区最
大的单体数据中心。

腾讯公司副总裁、西南区
总经理蔡光忠告诉记者，重庆
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和工
业“重镇”，区位、政策和产业优
势突出，同时重庆正面临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契
合了腾讯公司的发展方向。“目
前腾讯已有腾讯云、腾讯游戏、
腾讯影业、腾讯信息安全部等
多个团队驻重庆，业务覆盖智
慧城市、智慧政务、智慧医疗、
智慧教育、工业互联网、数字文
化等领域，今年年底前在渝员
工将超过 1500 人。”

近两年来，以汽车产业、电
子制造业为支柱的重庆工业增
长乏力，部分企业陷入经营困
境；向智能化转型，成为重庆传
统制造业“突围”的关键一招。
为此，重庆提出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并出台相关激励政策，着
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改
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以长安汽车为例，近两年
来长安汽车在大力推动智能制
造的同时，还携手腾讯公司开

发了面向汽车行业的开放式车联网平台，双方协力开发
的多款深度搭载腾讯车联智能生态系统的车型一经推出
就迅速受到市场追捧——— 车主不仅能享受到 QQ 音乐、
腾讯电台等腾讯独家资源，还能享受智能人机交互、车载
地图、社交出行等服务。

据重庆市经信委统计，在相关政策引导激励下，
2018 年重庆已实施 203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 76 个
市级示范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这些示范项目建成
后生产效率平均提升了 67 . 3%，产品不良品率、运营成
本、单位生产能耗均实现明显下降；根据规划，今年重
庆还将推动 1250 家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打造 10 个
智能工厂、100 个数字化车间，建设 3 个具备国内较强
竞争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250 家企业“上云上平
台”。

不仅在工业领域，一大批互联网“巨头”还在重庆各展
其长——— 以语音识别见长的科大讯飞拟从“产、学、研、智”
4 个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重庆的创新应用，目前正推动智
慧教育、智慧司法、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能服务等项目
落地；依托在智慧政务领域的积累，浪潮集团不仅协助重
庆实现了全市一体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向基层延
伸，还针对重庆行业特性开发出多个特色行业云平台……

“这些‘巨头’布局重庆后，不仅自身实现了快速发展，
还有力带动了重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成为重
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重庆市经信委
副主任涂兴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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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摆着亏本，这俩国企为何还要坚持生产
新华制药新华医疗 76 年来坚守初心，持续产制百姓必需的廉价好药和医疗器材

（上接 1 版）开滦集团承担的去产能任务是：
2016 年至 2020 年间要压减产能 1855 万吨，转移
安置员工 2 . 5 万多人。

“改革启动后的前两年，开滦陷入了困境，工
资经常缓发迟发几个月，但我没有产生离开的念
头，因为我坚信困难只是暂时的。”李伟说。

越来越高的采煤成本，逐年减少的原煤产量，
濒临枯竭的资源赋存，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任，促使这家百年老企摆脱旧有模式、加快转型
升级，赋予自己打破“煤竭矿衰”宿命、激发生命活
力的广阔空间。

2017 年底，开滦集团明确提出推进产业链、
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将精煤、煤化工、现代服务业
作为三大支柱产业，并以煤炭为基础培育发展新
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8 年，开滦集团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营业总收入达 760 亿元。其中，煤炭板块营业收入
和利润分别增长逾 2% 和 58%，煤化工板块收入和
利润超过煤炭板块分别增长逾 14%和 146%。

开滦集团对外出口技术服务，在周边多个国
家开展采矿设计、勘探、施工、管理和技术咨询，拓
展了“开滦”品牌的国际影响。

开滦集团还引入了智能化采煤技术和设立无
人工作面，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最新突破。

正在经历开滦成功转型的李伟，按时领取着
入职以来的最高薪资，数额大大超过唐山市平均
工资水平，甚至超过了父亲和祖父在职时的薪资
之和。

开滦长期采煤导致了“城市裂痕”和“城市疮
疤”。如今，“城市裂痕”已被近 30 平方公里的主题
公园、湖泊水系和魔幻灯光秀所缝合，“城市疮疤”
不久后也将被 10 余平方公里的花海、文创园、风
情小镇等抚平。

开滦这个中国民族工业的“活化石”，只是唐

山这个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从“零起点”驶入“高铁时代”

中国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静静地停放在
中国最早的铁轨上。“中国铁路零起点”的纪念碑
宛如一枚历史印章，证明着 138 年前的辉煌足迹。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的这个遗存图景，并不
是孤独的历史片断。

中国最早的铁路工厂如今已经一步步成长为
中国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并创造着一个
个新的历史纪录。

巨大的恒温车间，繁忙而有序，技术工人们正
在装配一列列高速动车组，它们将相继飞驰在中
国的高速铁路以及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轨道交
通。

今年 34 岁的吴可非 2007 年入职中车唐车公
司，目前负责给动车检修配送物料。吴可非入职的
第二年，国产首列时速 350 公里的“和谐号”高速
动车组在唐车下线，运行于北京天津城际高铁。由
此，我国开启了“高铁时代”。

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吴可非为自己能
够亲历揭开百年唐车和中国铁路新的历史一页而
倍感自豪。

“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坚守、传承、创新，唐
车才向世界递上了中国高铁和中国速度的国家名
片。”他说。

吴可非的祖父、今年 82 岁的吴国栋，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代受过专业培训、懂理论、会操作的
新技术工人。吴国栋 1953 年入职唐车，当时新中
国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也是在这一年，唐车设计制造的中国首辆机
械式轨道检查车面世，打破了西方技术封锁。吴国
栋在 42 年职业生涯里见证了唐车蒸汽和内燃时

代创造的许多中国行业第一。
始建于 1881 年的唐车自主创新、驰而不

息，成为唐山这个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又一
朵闪亮浪花。

2018 年，唐车研制的总长度超过 400 米、
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交付运营，这
是全球最长的高铁列车。

2019 年初，唐车研制成功的中国首列“像
搭积木一样灵活”的可变编组动车组通过验证。

“黑”变“绿”“黄”变“蓝”

翻开世界工业史，钢铁也和煤炭一样代表
着近代工业的崛起，但同时也带来了高能耗、高
污染等严峻问题。

钢铁工业是唐山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组
成，绿色发展则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最近 6 年
间，唐山压减钢铁产能达 7800 多万吨。

今年 36 岁的杜鹏鲲踏着祖父和父亲的足
印，在 22 岁那年进入唐钢公司，成为轧钢工序
上的加热工。

唐钢公司始建于 1943 年，是中国冶金业的
一名“元老”。

杜鹏鲲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年进入公
司炼钢部门工作。杜鹏鲲的父亲 1974 年进入唐
钢担任机械维修工，那时的中国正在第二次复
出的邓小平领导下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

杜鹏鲲入职 14 年里先后经历了唐钢的迅
猛扩张、产能过剩、转型升级。

去年，杜鹏鲲和同事们研制成功了煤气回
收利用系统，不仅大幅节约能源，还能将一氧化
碳排放削减 95% 以上。“一氧化碳减排”是唐钢
在中国钢铁行业中的开创之举。

许许多多像杜鹏鲲这样的人推动着 1800

万吨级唐钢的转型升级进程。
钢铁花园、文化广场、防护林带，还有水系

生态园，唐钢的花园式工厂重塑了钢铁工业的
基础色调，被工信部列入全国首批绿色工厂。

自建的城市中水与工业废水处理系统，不
仅使唐钢实现废水零排放，而且不再争夺城市
的饮用水。这个系统被世界钢铁协会授予“可持
续发展卓越奖”。

今天的唐钢，已由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为主，
转为生产汽车、家电钢板为主，一跃成为中国第
一大家电板供应商和第二大汽车板供应商，精
品板材出口五大洲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数十公里外，渤海海岸，曹妃甸港，繁忙码
头。40 万吨钢铁巨兽穿行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抵
达这里，卸下如山的矿石。

今年是《建国方略》实业计划部分发表 100
周年。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其“北
方大港”的章节中提出：“全赖此港以为世界贸
易之通路”。

今年也是曹妃甸港通航 10周年。如此短时
间，它拥有生产性泊位已逾 100 个，设计通过能
力达 4 . 7 亿吨，开通国内外贸易航线达 110
条，与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达。令人惊讶的是，
国家迄今批复 7 个 40 万吨泊位，曹妃甸港就占
据了 2 个。

曹妃甸港在 2017 年成功跨入亿吨运量大
港行列，2018 年港口物流贸易额突破 1000 亿
元，2019 年预计突破 2000 亿元。

伴随唐山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唐山滨海新
城在这里规划建设，曹妃甸港正从能源原材料
集疏大港向世界综合贸易大港转变。

曹妃甸港正在奔向新目标：世界最大煤炭
物流中心，世界最大矿石物流中心，世界最大
LNG 接卸交易中心，全国最大钢铁物流加工中

心等。
首钢是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大型企业。今年

也是首钢在曹妃甸投产 10 周年。首钢从北京迁
至曹妃甸，是迄今中国钢铁史上最大的一次工业
迁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成功典范。

首钢搬迁，并不是简单的工业复制。在这里，
首钢首次实现了“一键式炼钢”和智能化仓储，以
及采用了诸如回收煤气淡化海水这样的新环保
技术，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型精品钢材生产基
地。宝马汽车就将这里确定为中国第一大钢材供
应商。

昔日的荒凉滩涂，如今集聚着新兴产业。新
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新一代信息产业等正在
曹妃甸崛起，也催生了中冶瑞木公司这样的世界
之最——— 全球最大氧化钪研发生产基地。

这是一个代表性图景：智能化生产，无人化
车间，似乎一切寂静无声，然而，先进动力电池的
能量源泉正从这里产出，航空航天关键部件的钪
系材料正从这里下线。

唐山的产业集聚度和营商环境，也吸引了大
量先进外资涌入。其中，专门设立了日资工业园，
并已入驻企业数十家。借助松下、神户制钢为代
表的焊接项目，唐山形成了中国产业链条最完
备、规模进入世界前十的焊接产业集群。

这只是这里众多外资企业成功故事的一个
段落。

面临巨大转型压力，世界上很多老工业基地
放弃了传统产业，转而依赖发展服务业，这不仅
造成产业空心化，而且失业率、债务率高企问题
依然突出。

“唐山转型升级的探索和实践，给中国和世界
其他老工业基地提供了路径借鉴。”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学者魏进平说。(参与采写：李来房、曹国厂、
高博)

▲新华医疗的各式手术剪。手术剪看似简单，但再简化的生产工序，也需要
70 多道。 新华社记者邓卫华摄

▲左图：1950 年新华制药厂生产车间。右图：如今的新华制药生产车间。（资料片）

有些救命药，保质期短，生产

出来之后，90% 以上都得报废了。

但就算亏本，新华制药依然生产，

因为责任比利润重。一把简单的手

术剪，工艺流程也得 70 多道。但为

保障老百姓看病不涨价，新华医疗

依然贴钱生产

经过几十年耕耘，新华制药在不

少领域打破了垄断，在药品质量上实

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飞跃。

过去，国外医疗设备巨头看不起新

华医疗的产品，现在很多企业主动

来寻求合作，甚至引进新华医疗的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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