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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中国中药大健

康孵化园”举行开园仪式。该孵

化园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

具有展示大厅、检测中心及空中

花园等配套，为入孵企业提供良

好的办公环境、齐全的配套设施

以及专业的创业服务。

紧扣“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广东一方制药将目标锁定

在“中药大健康产业”赛道上，

投资建设中国中药大健康孵化

园，以央企平台优势、技术优势

和科技创新能力为基础，打造

集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全球销

售、系统服务四位一体为核心

的中药大健康产业园，加速推

进中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

化进程。

佛山启新云方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广东爆单传媒有限公

司与广东一方制药签署合作协

议。据悉，目前孵化园已入驻

10家企业，范围涵盖自主直播

创业团队、渠道终端企业、互联

网医疗等领域。

未来，中国中药大健康孵

化园将依托“仝小林院士工作

站”的科研创新能力，加速佛山

市中医药健康产品产业化发

展，促进院士工作站的成果孵

化，共同打造佛山市中药大健

康产业标杆，助力落实南海区

“中医药强区”战略，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中医药健康产业高

地。

仝小林院士工作站揭牌，为南海中医药强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助南海打造大湾区
中医药健康产业高地

今年新春以来，南海大地掀起科创热潮。
2月25日，在南海区里水镇展旗峰下，仝小林院士工作站成立暨首届中医药产业展旗峰科创大

会举行，十余位院士齐聚南海，为南海中医药产业“把脉问诊”。
科技创新的春潮，澎湃在南海大地。仝小林院士工作站的成立，标志着南海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迎

来“顶级大脑”，将为南海经济发展及“中医药强区”建设提供支撑，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融合创新中
心建设奠定基础。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

事业发展，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佛山素有“岭南成药

发祥地”“岭南药祖”“广东成药之

乡”等美称，正着力加快建设全

国中医药强市、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

南海是岭南中医药的重要

发源地。据史料记载，东晋时期

医药学家、道教学家葛洪已经在

南海炼丹（南海丹灶的地名遂由

此而来），这是岭南人最早的医

药历史记载。民国初年，《岭南

医征录》列举广东名中医 503
人，其中南海籍91人，接近1/5。

中医药产业基础雄厚，中医

药文化底蕴深厚，南海牢牢抓住

这一重大发展机遇，提出打造全

国中医药强区的目标，加快推进

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进程。

2022年6月，在省、市的大

力支持下，国药集团中药控股所

属一方制药与仝小林院士、南海

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合作

共建广东省仝小林院士工作

站。2022年9月，仝小林院士

工作站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批准由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组织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

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是国

内知名的中医内科学家。他长

期致力于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研

究，建立了以“核心病机－分类

分期分证－糖络并治”为框架的

中医诊疗新体系。

作为南海中医药产业的龙

头企业，广东一方制药是最早的

国家“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

业”和第一批国家“中药饮片剂

型改革生产基地”，目前在全国

拥有十一大生产基地，100余个

常用品种的药材基地，产品已覆

盖全国并远销欧洲、北美洲、澳

洲、东南亚等60余个国家和地

区。

揭牌后，仝小林院士工作站

将围绕技术创新领域、事业发展

战略领域与重大合作领域，打造

多学科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解

决中药配方颗粒、中药新药及中

医药大健康产品开发的共性关

键核心技术问题。同时将建立

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聚集高端人

才，培养行业领军人才。此外，

院士工作站还将加速中医药健

康产品产业化，提升现有产品科

技内涵，加速成果转化，打造大

健康产品知名品牌。

“仝小林院士工作站的成

立，对中药控股的科技创新发

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药

集团中药控股党委书记、副总

裁杨文明表示，中药控股和一

方制药将借助与仝院士团队的

合作，在中医药科研项目开发、

高层次人才培育、科技合作交

流等方面积极作为，全力打造

涵盖科技研发、生产制造、健康

服务的中药全产业生态圈，加

快提升企业中医药人才队伍层

次，提高中医药产业技术水平。

院士工作站揭牌
助力南海迈向中医药强区

中国中药大健康孵化园开园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施玥卓 图/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慧恩

通讯员/南农宣）2月 24日，记

者从南海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联

席会议暨南海区重点农产品产

地溯源管理提升工作动员大会

获悉，南海将以“一头猪”（猪

肉）、“两条鱼”（大口黑鲈、乌

鳢）、“三棵菜”（豇豆、韭菜、芹

菜）6个品种作为产地溯源管

理工作的重点。

广东省是全国“重点农产

品产地溯源信息采集工作”试

点省，南海区则是省“重点农产

品产地溯源信息采集工作”试

点区之一。截至目前，南海区

已实施合格证制度主体 2464
户，用证数量近 20万张，用证

产品超20万吨。

为做好重点农产品溯源信

息采集试点工作，提升南海区

重点农产品产地溯源管理水

平，南海区出台了《佛山市南海

区重点农产品产地溯源管理提

升工作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根据《方案》，南海区将

以猪肉、大口黑鲈、乌鳢、豇豆、

韭菜、芹菜 6个品种作为产地

溯源管理工作的重点，开展种

养殖环节、收购环节、经营环节

全过程溯源管理。

南海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罗

伟海表示，2023年底前要完成

全部重点品种溯源信息采集工

作，并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

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

可管控，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

产品可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

可追究，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品

质量安全。

会上，南海艺术高级中学、

广东鱼兴港水产有限公司等4
家学校及企业被授牌为农产品

全程追溯示范单位；广东汇信

农产品检验有限公司等 10家

企业被授牌为农产品溯源管理

“快速检测+合格证服务”示范

单位。

南海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徐永强表示，农产品溯源管理任

务重、难度大，要加强对市场主

体的监管和指导，加深对重点行

业重点单位全面监管，加大全民

参与和全民监督的力度，确保溯

源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南海重点对6种农产品
开展全过程溯源管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张琼）继 2月 23日隆

重举行“广佛湾·创新区·共同

城·向未来——广佛湾重点项

目启动仪式”后，2月24日，南

海、荔湾迅速开展广佛湾具体

项目对接工作。

2月24日上午，南海区副

区长黄智斌带领区交通、住建

水利局及大沥镇相关负责人到

荔湾区政府，开展广佛湾项目

对接落实工作，协商解决两地

群众关注的生态、交通治理等

难点痛点问题，全力推动广佛

两地生态共治、交通共融。

广佛湾位处广佛边界线中

段，南海、荔湾区域相互交错，

毗邻广州白鹅潭商务区、广东

金融高新区，总面积约 23公

里，素有广佛黄金走廊的美

誉。但由于该区域发展时间

早，历史欠账多，区域基础设施

落后、环境治理压力大等问题

突出。这既是影响广佛湾建设

的核心问题，也是两地群众关

切的民生问题。

在项目对接会上，双方以

“同心、同向、同频”为出发点，

以“共享、共建、共赢”为理念，

从路桥建设、维修加固等交通

规划事项，到水道水环境、水安

全提升等水环境治理事项充分

交流，摆问题、找原因、定举措，

明确了需对接支持的事项目录

及推进时间，并建立了动态对

接机制。

此次项目对接，既是南海

主动对接广州、推进广佛全域

同城化的务实举措，也是响应

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的具体

实践。

接下来，南海将立足广佛

湾，更加积极主动对接荔湾，

打破行政藩篱，通过跨区域规

划和统筹，以全生命周期理念

做好生态、交通等城市建设管

理，打造广佛全域同城治理共

同体，助力广佛湾“C 位”出

道。

建立动态对接机制
助广佛湾“C位”出道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刘秉翰 张琼）2月 24
日，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

局督导组前往千灯湖创投小镇

二期工程和保利良溪广场项目

施工现场开展安全督导检查，督

促企业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和安

全生产防范部署工作。

在千灯湖创投小镇二期工

程施工现场，督导组一边走访

工地一边了解企业安全生产情

况。该项目施工单位中建三局

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肇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地严格

按照“六个一”要求做好复工准

备工作，严格落实防范措施，抓

早、抓细、抓实相关工作，确保

项目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后再复

工。

在保利良溪广场项目，施工

单位建立起自查自纠奖励激励

机制，通过工人主动发现安全生

产问题给予奖励等形式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此外，两项目返岗

工人全部完成岗前安全生产培

训。

由于两项目均处于基坑施

工阶段且距离相近，督导组提醒

施工方要加强深基坑支护、土方

开挖、临边防护、基坑紧急疏散

通道、汛期基坑临时用电、起重

吊装临边作业等区域安全生产

工作。

节后至今，区住建水利局成

立的12个安全生产督导组，累

计检查复工复产项目542次，整

改安全隐患519个，指导企业开

展上岗前培训538次，警示教育

477次，检修施工机具552台

（套）。此外，召开9期线下项目

管理人员专项培训，培训项目

461个、培训人数达1774人。

节后至今累计整改
519个建筑工地安全隐患

■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院士们在一方制药参观中药配方颗粒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首届中医药产业展旗峰科

创大会也在25日下午举行。这

是一场大健康领域的学术盛宴，

包括仝小林、杨焕明、肖伟、顾东

风、陈香美、卞修武等多位院士

专家围绕科学与健康的主题发

表演讲，并分享交流前沿的学术

成果。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

美作了题为《新时代中西医结合

内涵与实践创新》的报告演讲。

“中医药产业发展离不开准确的

临床数据，必须用大数据驱动中

西医结合精准诊疗高质量发

展。”陈香美建议，一方面要有效

搭建多中心临床科研平台，探索

大数据创新技术和方法，让技术

应用于中西医结合诊疗的临床

实践和中药研发，打造智慧医疗

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技术赋能，

利用大数据推动健康产业医疗

业务与服务模式转型升级，促进

中西医结合医疗健康相关产业

和经济的转型发展。

“要重新构建‘态靶辨治’的

现代医学诊疗体系。”中国科学

院院士仝小林表示，要从中医的

思维出发，对疾病进行分类、分

期、分证，而这就需要对疾病的

整个过程有着充分的认识。他

建议，要从疾病、症状及临床指

标等层面进行整体梳理，为中药

的临床化、现代化及国际化提供

示范性研究，实现现代药理成果

临床回归。“要以建立中西医融

合的新医学为目标，坚持中西医

两条路径，不断促进中西医的结

合发展。”仝小林说。

“南海是实业家的热土，科

学家的福地，艺术家的舞台。”南

海区区长王勇表示，能够举办首

届中医药产业展旗峰科创大会，

是南海的荣耀，南海有信心有决

心推动中医药产业再上新台阶，

成为全国中医药产业的一面旗

帜和一个样板。

南海是科创筑梦的热土，已

引进32个院士项目，经省科协

认定的广东省院士工作站 2
家。接下来，南海将着力借助院

士等顶尖人才的力量，开展技术

攻关、研发新产品、培育创新型

人才等工作，继续做强科技成果

转化实践地，提高发展质量。

十余名院士“把脉问诊”
南海中医药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