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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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读于曲靖师范学院的大四毕业生陈
云艳在得知昆明有大型师范类专场招聘会
后，一大早便从曲靖来到昆明的招聘会现
场。“在现场就能直接和用人单位沟通，非常
方便。”陈云艳详细咨询了几所学校的招聘
信息后，很快就投出了两份简历，与用人单
位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日前，云南省2024年公费师范生招聘会
暨云南省2024届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双向选
择洽谈会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主校区举
行。作为云南省最大规模的师范类招聘会，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来自云南、北京、上海等
14个省区市共393家用人单位和近2万名毕
业生参加。

云南师范大学就业处处长李红介绍，本
次招聘会聚焦各类单位用人需求，充分挖掘
就业岗位，全面优化就业服务，精准发力促
进学生高质量就业。

“学校筹措了539间教室供招聘单位当
天进行面试、宣讲等活动，大幅提升招聘效
率。”李红说。用人单位上午在现场与学生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后，下午即可推进笔试、
面试、签约等流程。

“重要的实习经历要往前放，突出自己
的优势。”在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加油站”，云

南师范大学的就业指导师吕峥正在为前来
咨询的学生修改简历，用笔标注需要注意的
细节。

吕峥介绍，学校共有20个生涯工作室，
今天都在现场为毕业生提供面试指导、简历
优化、职业规划等就业指导服务。“通过这些
暖心服务，让我们的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能更
加顺畅，增强他们的就业信心。”吕峥说。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计
划招聘9名数学、生物等学科教师。招聘负责
人孙宝恩说：“今天的招聘会学生求职的热情
很高，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愿意投身到我们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云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刘芮希
望毕业后从事心理健康教师工作，本来以为
此类岗位较少的她在现场惊喜地发现，许多
学校都将心理健康教师作为储备人才，有大
量的招聘需求。“我带了9份简历，都投递出去
了，对于就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刘芮说。

云南师范大学就业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接下来将为毕业生持续开展常态
化招聘服务，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大型
和专场相结合等多种模式，为用人单位和
毕业生搭建沟通平台，助力毕业生实现高
质量就业。

樱花飞舞，城市沸腾。24日上午，穿越
纷纷扬扬的樱花雨，3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马拉松参赛选手，在热火朝天的呐喊和欢笑
声中，如潮水般跑过大江大湖，冲进江城武汉
的春天。

每年的3月至4月，都是武汉最美的季
节，全城超50万株樱花树相继盛开，吸引着
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在携程平台发布的

“2024赏花全攻略”中，武汉入选国内四大赏
樱花热门目的地。其中武汉东湖樱园门票预
订量约占全国樱花主题景区门票总预订量的
近三成。

“从3月12日起，旅行社就接待了多个
来自东南亚、港澳台等地的旅游团队，大家都
是冲着赏樱而来。”湖北嘉程国际旅行社副总
经理马诚介绍，通过近几年持续发展，武汉樱
花的规模、品种、面积，包括对外展示的赏花
线路、旅游产品，颇受海内外游客的关注。

一朵花如何玩出新“花”样？“为了进一步
提升市场消费和城市美誉度，武汉今年充分
调动城市特有资源，融合‘文、旅、体、商、演’
等全域要素，将樱花为主打的赏花游扩展到
城市游。”武汉市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从江岸区三阳路起跑，沿途经过长江江
滩、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经典地标和
自然人文景观。”半程马拉松选手蒋凤霞兴奋
地告诉记者，她专程从北京赶来武汉，适逢最
美花季，体验“一城两江三镇四桥五湖”经典
赛道的同时，更能见证满城樱花绽放。

“这是自2016年创办以来，武汉马拉松
首次提前至‘樱花季’开跑。赏樱与国际赛事
相逢叠加，携手为城市增添消费活力。”武汉
马拉松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据初步统计，有
5.3万人次游客因“汉马”来到武汉，这场赛事
预计将为武汉带来超过15亿元的城市综合
经济收益。

漫步武汉街头，樱花地铁专列载着浪漫
飞驰；长江灯光秀上新樱花专场；赏樱公交披
起“粉色霞衣”……“一到武汉，还没看到花，
就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樱花氛围。”来自湖南的
游客肖欢说。

翻开在机场、高铁站和宾馆饭店等城市
窗口免费取阅的《樱花地图》《赏花指南》，
70余处城市赏樱点位的花期预报和出行指
南一目了然。在西北湖广场，缤纷市集、非
遗传统、国风巡游等活动应接不暇；在汉口
江滩，游客找到指定的樱花树，集齐三枚印
章即可获得精美奖品；在昙华林，游客参与
樱花市集，即可定制“今日光樱”明信片和樱
花章……

“白天春意涌动，晚上光影绚烂，处处皆
是风景。”来自河南的游客苏一涵在东湖樱花
园流连忘返，从下午一直逛到了晚上。

为了给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东湖
樱花园今年不仅打造了立体观樱赏花空中栈
道，引入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还打造了以樱
花为主题的浪漫悬疑沉浸式体验剧《樱缘》。
作为武汉人气最高的“赏樱打卡地”，预计今
年樱花季东湖樱花园的总客流量将超过700
万人次。

“樱花游大幅提升了武汉文旅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湖北省中国旅行社入境研学中心
总经理朱鸿俊说，随着武汉赏樱游不断成熟
完善，游玩方式、旅游接待、文创开发能力已
大幅提升，这朵樱花带来的“网络流量”正不
断变成“经济增量”。

“通过全城联动、全域融合，‘樱花之城’
正成为武汉的文旅新名片。”武汉市文旅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多元消费场景的融合焕
新、促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市民消费信心的
不断提振，“春日经济”正加速释放潜能，为武
汉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枝樱”火热一座城
——武汉以花为“媒”撬动“春日经济”

□新华社记者 熊琦 龚联康

随着天气回暖，眼下春管春播正
由南向北大面积展开。广袤田野上片
片碧绿，生机盎然。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得益于农
业生产新模式、新技术、新机械的推广
应用，如今不少农民算成本账时笑容
更多了，算风险账时底气更足了，还有
一些农民算起春耕生产“绿色账”。田
畴沃野间，一幅欣欣向荣的春耕图正
在绘就。

成本账：种粮“科技范儿”
助降本增效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进
入春季田间管理关键时期。在嘉祥县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看到，数架
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除草剂喷洒作
业，3个小时就能完成5000亩农田的
飞防作业。

“得益于国家的优惠补贴政策，机
器每年更新换代，我们用上了效率更
高、操作更轻便的新型农机。”嘉祥县
兆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维
运说。

李维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
新型植保无人机一天能作业1000多
亩，一台自走式喷药机一天能作业
700多亩。今年合作社要对6万多亩
麦田进行春季田间管理，算下来能节
省近10天时间。“仅打药人工费这一
项，就能省10万元。”李维运说。

推进农业装备转型升级，推动无人

机等现代化设备在植保等关键环节广
泛运用……近年来田间“科技范儿”越
来越足，促进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水平
提升，农民种粮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在广西北流市区域性水稻产业中
心，一条今年新投运的工厂化育秧生
产线，在工作人员操作下“火力全开”：
分盘、供土、播种、覆土、叠盘、码盘等
工序一气呵成，一盘盘成品秧盘被“生
产”出来。

“与传统育秧方式相比，工厂化育
秧不受天气影响，秧苗质量稳定，总体
成本可控。”中心负责人李秉燊说，现
在这条生产线只需4个人工，每小时
可生产秧苗1100盘，按照水田插秧每
亩20盘来算，一小时生产的秧苗可供
给55亩地，育秧效率大幅提高。

风险账：多措并举降风险
促增收

春分过后，淮河两岸麦田长势正
好。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桃园村，村
民陶良军正忙着对田里的部分麦苗补
施拔节肥。

近年来，陶良军从当地种粮大户
陈祥胜的合作社购买农资并学习科学
种粮，实现了小麦产量提升，去年亩产
达到900斤、每亩纯利润300多元。

“像防治纹枯病、红蜘蛛和蚜虫，
需要将3种药剂按照一定比例混合，
每个药剂分别用多少克，老陈都跟我
们讲。”陶良军说，“以前打药是大家用

哪个药，我也跟着买，时常心里没底。
现在学会了这些技术，种粮越来越有
信心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打
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
营队伍；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和
标准体系建设；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
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

记者走访了解到，江西吉水县等
多地通过开展农技指导、提供托管服
务、做好农业保险承保工作等举措，增
强农民种粮风险防范能力，助力农民
增产增收。

“今年我们公司覆盖的水稻种植
规模已扩大到12万亩。”广西南宁市
宾阳县聚丰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桂
香说，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小农
户”模式，为签约农户、合作社、家庭农
场提供“一站式”“保姆化”的水稻种
植全程服务。公司在多个乡镇安排了
技术员，提供种子、农药、肥料、技术等
指导。

“跟我们合作的农户，我们有保底
价收购，要是产量好还有‘超产提
成’。”李桂香说，这样不仅能帮助农户
规避种植风险、促进增收，也能提高企
业经营效益、保证水稻品质和产量，形
成良性循环。

“绿色账”：田间“绿意”更浓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
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

模式。记者在多地看到，推广生态循
环农业、绿色有机种植，“绿意”正在田
间涌动。

在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洋源村，种
粮大户周柿勇忙着带领村民施肥。他
说：“这是政府发放的有机堆沤肥，以前
每亩地最少要用100斤化肥，现在改用
有机肥，每亩只需五六十斤，不仅降低
了种植成本，还增强了土壤肥力。”

高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蔡裕山
介绍，今年高安市大力推广绿色种养
循环项目，投入资金近1000万元建立
7个粪肥堆沤点，全市有机肥示范施用
面积超过15万亩。

在广西，“水上春耕”已拉开序
幕。在贵港市桂平市中桥村，错落有
致的稻虾田里，新一批小龙虾即将捕
捞上市。再过不久，村民就要开始进
行早稻插秧。

广西桂平维军生态农业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负责人薛维健介绍，通过稻
虾共作，化肥使用量减少三分之一，也
不需要用除草剂、杀虫剂等，算下来每
亩种植成本能减少300多元。每年除
了亩产1500多斤水稻，还能亩产350
多斤小龙虾，亩均产值上万元。

据了解，2021年至今，贵港市已
有2.1万亩高标准农田用于稻虾综合
种养产业，全市建成连片200亩以上
基地230个、千亩以上基地20个。农
田通过稻虾共作实现“一水两用、一田
多收”，亩均增收6000元以上。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
人人夸”一句顺口溜道出了新疆瓜果之乡的
代表特色。人人都夸的阿克苏苹果，尤以冰
糖心为特点享誉全国，而一个个香甜爽脆的
甜蜜果实从春天便开始酝酿成长。

春耕时节，记者来到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核心产区红旗坡，跟随果农一起施肥、修枝、
打理果树，记录红旗坡如何开启新一年的“甜
蜜耕耘”。

红旗坡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是一片靠
近天山山麓的坡地，北靠天山托木尔峰，南接
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孕育
了品质上乘的冰糖心苹果。

早春南疆寒凉不减，天刚亮不大一会
儿，红旗坡的一片片苹果园里已经人影晃
动，果农王超正与工人一起给自家“摇钱树”
追施肥料。

见到王超时，他正搓着手用铁锹往推车
里铲羊粪，羊粪堆在果园土路边上，拉货车辆
来来往往。

“要想秋天有个好收成，从开春就得忙起
来。”王超告诉记者，他经营这片果园也有11
个年头，从栽下小苗到长成大树，眼前40亩
果园里的每棵树都像他拉扯大的孩子一样。

“去年行情好，收了100吨苹果，挣了差
不多50万元。”聊到2023年的收成，王超喜
不自胜。

多年摸爬滚打，王超熟练掌握了林果种
植管理技术，这两年果园产量也从几十吨逐
渐增加到百吨，收入节节攀升。“还没到盛果期

呢，今年预计能产150吨左右。”王超笑着说。
距离王超果园不远处，果农尹仕国正忙

着修枝。“我修过枝的果树采光更好，便于管
理，也延长了采摘期。”尹仕国放下锯子，抖了
抖身上修枝掉落的锯末，讲述着他的种植新
方法。

尹仕国老家在四川省绵阳市，来到新疆
近20年仍然乡音不改。他告诉记者，果树的
特性之一是顶端优势，即营养成分都向枝条
末端输送，让果树向四周生长就是利用这一
特性，降低管理难度。

“去年我们的果子商品率达到了80%左
右，收益远远高于普通果园。”尹仕国说，这两
天气温刚刚回升，他赶紧招呼工人实施大规
模果园改造。

在另一片园子里，来自喀什地区叶城县
的麦合木提·赛麦提拥有丰富的果树修剪经
验，如今他是同村务工带头人。在麦合木提
带领下，同村务工人员1个月前就来到红旗
坡开展修枝作业。

“这里活好干，每天有200元收入。”靠着
外出务工，麦合木提去年买下一辆新车，现在
他想让跟着他干的村里人都能开上小汽车。

近年来，在新疆加强绿色有机果蔬产业
培育等相关政策支持下，红旗坡苹果品种增
加到20多个，产品结构也从单一的鲜果销售
延伸至果酒、果脯、果干等一系列深加工产
品，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

春天里，红旗坡的果园一眼望不到头，人
们为甜蜜生活奔波的身影忙碌又踏实。

精准发力促就业
——云南高校大型招聘会现场见闻

□新华社记者 熊轩昂 王静颐

冰糖心，甜从春天来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丁磊

从“三本账”看春耕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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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王井怀 梁姊

3月25日，在哈伊高铁
安邦河特大桥施工作业点，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进
行架梁作业（无人机照片）。

当日，在位于黑龙江省
绥化市庆安县的哈伊高铁
哈尔滨至铁力段施工现场，
历时近 1 小时的架梁作业
后，长 32 米、重约 750 吨的
箱梁稳稳架设在安邦河特
大桥桥墩上，标志着哈伊高
铁哈铁段建设进入架梁施
工阶段。

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
通道的延长线，起自哈尔滨
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
市，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
时速 250 公里，是我国在建
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
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
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