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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都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

□ 本报记者 朱 波

天津市抢抓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和机遇，充分发挥

“科教资源丰富、工业基础扎实、顶尖

平台支撑、高端人才聚集”的资源禀

赋，围绕“构筑创新基地、成果应用转

化、经营主体培育、产业生态优化”四

条主线，扎实推进平台、园区、生态、金

融、转化、政策、人才“七个一”建设行动，

以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为核心，

布局滨海新区“一核一园”为主体的生

物制造先导区（核心区），构建具有天津

特色的生物制造产业体系。2023年，

天津市生物制造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6.2%，

生物制造正加速赋能推进天津新型工

业化、产业化，成为天津加速形成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与核心引擎。

发挥核心创新策源作用

“生物制造是以生物质、二氧化碳

等为原料，利用生物体机能生产人类

所需要的食品、药品、化学品、材料、能

源等产品的先进生产方式，具有原料

可再生、生产过程清洁高效等特点，被

誉为‘工业可持续发展最有希望的技

术’。”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孙际宾介绍说，“生物制

造是典型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绿

色低碳产业体系、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维

护产业链安全等提供重要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联合11家企业和投资机构出资

组建了“天津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

中心有限公司”，推进国家合成生物技

术创新中心企业化实体运营，加速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国科学院批复

的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组

建成立，工业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布局

新一轮创新任务，京津冀食品营养健康

与安全创新平台获国家卫健委批复，

成为区域性营养创新平台建设试点。

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平台，带来的

是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天津国

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构建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赖氨酸、微生物蛋白、

维生素B2等核心菌种，开发了更适合

工业条件下人工合成淀粉辅酶再生路

线，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创建了国际

领先的二步循环酶促DNA合成方法

等。2023年，该中心新申请国内外专

利263件，比2022年增长16.4%。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

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等新增长引擎。生物制造已成为培育

未来新兴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

向，发展生物制造已成为大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战略抓手。

打造生物制造先导区（核心区）

天津以空港生物制造产业园为主

体打造生物制造先导区（核心区）标志

性载体，依托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

物技术研究所、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

新中心、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等研

发机构，联合渤海化工、瑞普生物、华

大基因等生物制造领军企业，借助7支

专业化基金，大力推进目标导向的核

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目前，

5.2万平方米的专业化生物制造载体

（一期）实现投用，怡和生物、瑞普生物

等5家企业签约入驻。

天津港保税区全力推进生物制造

先导区（核心区）建设，不断引育主力

企业，打造高显示度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国内影响力和

区域带动力的产业集群，助力天津成

为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高地和全球

生物技术创新源头。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以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等多种方式与企业开展合作，借助第

八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平台，举办5场

专题成果对接会，百余家企业参与。

2023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与企业建立合作项目共39

项，合同交易额6.3亿元，其中与天津

企业合作项目16项。

赋能效应持续显现

“天津市大力发展生物制造产业

效果初现。成绩背后，是天津市委、市

政府对生物制造产业的高度重视。”天

津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孙文秀说，“市

领导根据天津市发展现状提出做强

‘一个核心’、布局‘一个园区’、形成

‘一个产业生态’、设立‘一支基金’、优

化‘一套研发转化机制’、出台‘一套政

策措施’、引育‘一批人才队伍’的‘七

个一’生物制造产业建设行动要求，成

立以常务副市长为组长的专班强力推

动相关工作。目前，生物制造先导区

（核心区）建设初见成效，为全市发展

生物制造产业形成了良好示范。”

生物制造先导区（核心区）以共享

装备设施资源、科技成果喷涌汇聚、高

端科技人才支撑、金融投资活跃、政策

先进适用等因素积极吸引全国生物制

造领域企业在天津“落地生根”。以健

康糖技术进行“成果招商”，吸引河南

投资集团、安徽华恒生物设立天津怡

和生物公司，正在稳步推进千吨到万

吨级塔格糖等新一代健康糖产线建

设，有望带动形成一个新产业。依托

华北制药集团在天津设立研发总部，

企业每年投入500万元，围绕企业关

注的技术方向和市场需求开展研发攻

关。依托华熙生物在天津设立产业化

基地，5-氨基乙酰丙酸技术落地天津

并形成产品，正在准备日化领域应用

的注册备案，预计2024年可实现规模

化产业化。吸引安徽华恒生物、浙江君

业药业等企业在天津港保税区设立子

公司天津华合生物、天津君诺生物，推

进玫瑰精油、红没药醇、广藿香醇、橙花

叔醇等系列项目产业化。支持建设

BIOINN众创空间，已孵化培育生物塑

料、生物涂料、生物医药、生物医用材

料、生物大数据、基因合成装备等领域

的53家小微企业，企业融资到位超10

亿元，形成了由技术创新孵化转化和平

台创新孵化转化相协调的创新生态。

海河产业基金与投资机构及产业

龙头在滨海新区合作注册的可支持生

物产业项目的投资基金共16支，总规

模达 121.78 亿元，支持包括有济医

药、恒宇医疗、全和诚等在内的共43

个项目；以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

技术研究所为核心，设立了天津中科

海河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总规模达

10.01亿元。

面向未来，天津市将以加快产业

升级与释放生物经济动能为导向，激发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策源作用，推

动合成生物技术广泛赋能生物医药、绿

色石化、新食品、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天津特色的生物

制造产业体系，建设立足京津冀、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合成生物创新策源地、生

物制造产业要素集聚地和产业发展高

地，为打造绿色制造新质生产力、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保障粮食有效供给、保

护绿色生态环境等形成重要示范。

（本文配图由天津市发展改革委提供）

天津着力构建生物制造产业体系天津着力构建生物制造产业体系

天津港保税区生物制造产业园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高通量筛选平台

四川成都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 王泽勇

□ 本报记者 王 进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

画图。”夏日的成都，热情奔放，自信

从容。

成都自古就是中外交流的枢纽，

是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如今更是

承载着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多项重大任务，在国

家对外开放全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节点城

市，成都始终牢记使命，勇于开拓。

6月5日，成都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召

开，主题是“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

市，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服务“国之大者”“省之大计”，努

力绘就更加美好的中国式现代化万千

气象成都图景。

提质建设立体全面开放通道

6月25日，成都国际铁路港内，全

国首个“空运+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

班列在此发车，一批自孟加拉国而来

的服装服饰搭乘亚蓉欧“空铁联运”国

际班列开向波兰罗兹。

2013年，“蓉欧快铁”在成都国际

铁路港发出历史性的鸣笛，从此将中

国成都与9826公里之外的波兰罗兹

紧紧连在一起。如今，成都国际班列

连接起112个境外城市，已构建起西

进欧洲、北上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

盟的“四向拓展”国际班列线网体系，

成为成都链接全球的桥梁。

“成都班列稳定运行11年来，累

计开行近3万列，成为亚欧大陆桥上

运输最稳定的‘钢铁驼队’。”成都市口

岸物流办副主任柳树国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和高质

量发展，完善跨境铁路通道运行网络，

加密班列运行频次，拓展新线路和新

站点，进一步提升国际班列通达性和

覆盖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前5个月，成

都中欧班列发运货值211.7亿元，同比

增长21.6%。

再把目光转向成都航空口岸，一

个个国际航班忙碌起降，把大量电子

信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运往世界

各地，把大量电子产品原材料、汽车零

部件、鲜活货物等运载入境。

成都作为全国第三个拥有双国际

机场的城市，航空枢纽国际客货运吞

吐量位居中西部首位。截至5月底，

成都在飞的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航线

已恢复拓展至70条，其中客运航线49

条，货运航线21条，通达欧、美、澳、非

的洲际客运骨干航线网络基本形成，

亚洲主要航点实现全覆盖。

汽笛声声，车轮滚滚；飞机呼啸，

遨游苍穹。成都“两场两港”枢纽优势

逐步显现，枢纽通达能力持续提升，这

座枢纽上的千年古都已从内陆腹地迈

向开放前沿。

今年前5个月，成都外贸进出口

总值3200.7亿元，占全省外贸进出口

总值的79.6%，同比增长7.2%。目前，

成都正提质建设立体全面开放通道，

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功能，高标准建设

国际铁路枢纽，高质量建设陆港型、空

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不断增强内畅外

联的枢纽通达能力，为成都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优化服务推进制度型开放

如何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

服务能力？6月21日，成都海关、成都

市口岸物流办联合开展“媒体记者口

岸行”活动，深入到成都航空港、成都

国际铁路港了解成都开放服务能力。

在成都双流机场国际货站内，四

川陆海云港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的一批

进口装箱水果，从泰国曼谷起飞到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再到完成口岸出关，

只需4.5小时，就能及时进入成都本地

市场。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成都双流机场海关推行鲜活产品快速

通关“绿色通道”机制，可实现入境鲜

货“即到即查，即查立放”。

高效的制度是高水平开放的有力

支撑。成都海关所属青白江海关应用

“铁路快速通关”模式，通过对铁路舱

单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放行、核销，实

现对铁路列车所载进出口货物运输监

管，无需运营企业办理转关手续，在有

效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整

体通关效率。

目前，该模式已在“进口冷链+铁

路快通”“进口整车+铁路快通”等多

业务场景运用，有效提升了口岸通关

监管效能。今年前5个月，青白江海

关共计监管“铁路快通”模式舱单申

请超8000票，货物通关时间大大压

缩，单个集装箱可为企业节约成本约

200元。

成都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明确提

出，增强接轨国际的枢纽服务能力，

并重点从深度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建

强制度型开放载体、加强涉外法治建

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四个方面作出

部署。

“我们将按照成都市委决策部

署，聚焦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深入

推进制度型开放，努力创造更多制度

创新成果，着力将成都打造成为制度

型开放新高地。”成都市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邱长宝说。

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成都，一个包容着历史与现代、传

统与时尚的城市。今年4月26日，被

誉为世界花卉园艺领域“奥林匹克盛

会”的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在

成都东部新区拉开帷幕，吸引了50多

个国家参展。

这场盛会，让世界听见了“芙蓉花

开”的声音，也展现了成都这座“雪山

下的公园城市”的魅力。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AIPH）秘书长提姆·布莱尔

克里夫说：“成都是一座公园城市，正

以一种生态的方式发展，为市民创造

一个有吸引力的宜居环境。”

近年来，成都立足千年文化底蕴，

不断创新开展体育文化赛事，展现“三

城三都”的独特魅力，把成都的热情包

容向世界传递。开放的成都，温情的

城市，连续多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

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同时也是“中

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促进成都对外交流融合，服务国

家总体外交，持续提升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度。”成都市委外事办主任姜斌

说，“我们将争取外交部等国家部委指

导支持，高质量做好世运会等重大赛

会的外事保障工作，把握中法建交60

周年等契机，举办相关配套活动，争取

更多国外高级别团组来访，提升城市

影响力与美誉度。”

当前，成都正按照市委十四届五

次全会部署，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做强成都

国际门户枢纽和对外交往中心功能，

助力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

际竞争新基地，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力争到2027年，初步建成

通道内畅外联、要素高效配置、经济活

力充沛、对外交往密切、制度开放包

容、区域协作共兴的国际门户枢纽城

市；到2035年，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

域带动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更加健

全，成为全国重要的对外交往中心，基

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

纽城市。

福州出台司法鉴定新规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黄妍 记者丁南报道

近期，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继

出台《对外司法委托鉴定机构黑名单制

度（试行）》《采用竞价方式确定鉴定机

构的实施办法（试行）》《诉前调解中委

托鉴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三项新

规，加大对鉴定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工

作，规范诉前调解中的委托鉴定工作，

提升鉴定质效、降低鉴定成本，助力审

判“提挡加速”，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近年来，随着司法鉴定日渐增多，

实践中出现了鉴定周期过长、成本过

高、鉴定意见不精准等问题，影响群众

司法获得感。”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

负责人说，规定的出台有利于打通制约

司法鉴定的硬梗阻，构建阳光、高效、

经济、权威的司法鉴定管理新机制。

《对外司法委托鉴定机构黑名单

制度（试行）》针对司法鉴定领域中存

在的鉴定费用畸高、超期鉴定、鉴定不

规范等不当行为敲响警钟，通过从人

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专业机构平台除名

的方式，限制纳入黑名单的鉴定机构

承接全国法院司法鉴定业务，实时净

化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名库，保障涉鉴

定案件审判效率，强化鉴定人员责任

意识，提高鉴定人员专业素养和鉴定

意见书质量，维护鉴定程序公信力。

诉前鉴定一小步，纠纷化解高速

度。为做深做实诉源治理，切实减轻

当事人诉累，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

定《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实施办

法（试行）》，明确了诉前调解中委托鉴

定的具体流程，对诉前鉴定的申请、收

案、办理、结案等作出规定，疏通从诉

前鉴定到诉前解纷、案件分流、诉中审

理提速的程序脉络，构建起全流程贯

通的“诉前鉴定”新模式。

同时，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

探索竞标模式为司法鉴定“减费增

效”，在借鉴兄弟法院首创性做法的基

础上，出台《采用竞价方式确定鉴定机

构的实施办法（试行）》，创新引入竞争

机制，通过随机摇号和竞价相结合的

方式确定案件鉴定机构，不仅最大限

度降低了司法鉴定费用，减轻了当事

人经济负担，也缩短了鉴定时长，减轻

了当事人诉累，提升了案件质效。

呼和浩呼和浩特特：：夏日草原引游人夏日草原引游人
夏日，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敕勒川草原上野花盛开、草色怡人，吸引市

民游客前来赏景游玩。2012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实施阴山山脉大青山南坡综合

治理工程，积极修复敕勒川草原，使得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图为敕勒川草原

夏日风光。 新华社记者 贝 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