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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融合”，延续健康制造优势
制造业是泰州的立身之本，健康制造尤其

是医药制造、食品加工是泰州的优势产业。万
闻华用“三个优势”分享泰州的健康制造，一是
规模优势，二是企业优势，三是产品优势。

比如，泰州医药制造业规模常年稳居全国
地级市前列，其中，中成药建成全国最大的生产
基地，疫苗产业集聚度全国最高，化学药、原料
药、医疗器械产值均占全省比重1/10以上；食
品加工业去年完成产值 877亿元、列全省第 2
位，其中，营养保健品建成国内最大的出口基
地，脱水果蔬加工能力全国第一……

下一步，一是推动链群融合，持续巩固化学
药、中成药、粮油加工等传统优势，不断拓展化
学创新药、中药配方颗粒、下一代抗体、mRNA
疫苗、特医食品等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合成生
物、细胞和基因技术等未来赛道，力争2026年
生物医药和健康食品产业规模达到 2000 亿
元。二是推动产创融合。三是推动数实融合。

“三张清单”，探索制度创新
泰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沈峻峰

介绍，泰州编制实施重点事项、重点载体、重点
项目“三张清单”，并将省支持意见逐条分解为
68项具体任务，逐项明确目标节点，已有23项
任务提前完成。落地了一批制度性成果，落户
了一批标志性载体，落实了一批政策性资金。
比如，建成全省首个药监综合体，省审评核查泰
州分中心获得全部赋权事项，获批国家药品进
口口岸。北大医学部（泰州）医药健康产业创新
中心正式启用。去年，4个大健康产业项目获批
专项债4.43亿元。

下一步，一是做实项目支撑。确保每年新
开工大健康产业项目100个以上。二是强化政
策赋能。继续逐条逐项抓落实抓转化，积极探
索制度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三是擦亮城
市名片。高水平办好中国（泰州）国际医药博览
会等行业盛会。

聚焦“1到10”，全力做强产业地标
泰州医药高新区是全国首个以医药健康产

业定位命名的高新区，是泰州发展大健康产业
的核心阵地。

泰州市政府副市长、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
委书记、高港区委书记叶冬华介绍，截至目前，
已成功孵化企业53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0多
家，金迪克、瑞科生物、荃信生物等3家已先后上
市。园区已经集聚了1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

泰州医药高新区将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全力做强产业地标。预计未来三年，将有
40个品种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其中I类新药10
个，预计新增产值350亿元。二是全力擦亮创
新底色。聚焦“1到10”的产业应用，重点抓好

北大医学部（泰州）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中心和药
物非临床研究中心（GLP）等高层次平台建设。
全力建设生命科学泰州实验室。三是全力打造
示范样板。

力争“十四五”末达到4000亿元规模
泰州大健康产业的目标在“十四五”末是力

争达到4000亿元规模。对此，泰州市发展改革
委主任陶玲介绍，对照目标虽然还有一定差距，
但根据对产业发展趋势、企业运行态势、项目投
入情况的分析，有信心更有决心。

第一，盯住“两个点位”。一个点位是“行
业”，明确了12个重点培育的细分行业。另一
个点位是“板块”，比如，姜堰区专题制定了大健
康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第二，发力“两种增
量”。泰州拥有的大健康企业数量较多，销售超
百亿的有4家、超十亿的有23家，这些企业是未
来增长的重要支撑。第三，保障“两类要素”。
以融资服务为例，已经成立了5家服务大健康
产业的特色支行，目前正申报组建20亿元规模
的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健康产业专项母基金。
持续擦亮“泰好办”营商环境品牌。

以“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竞争品牌
泰州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汉刚表示，在启

动“中国医药城”建设之初，泰州就选择将“专业
化服务”作为最核心的竞争品牌。

第一个关键词是“全链条”。泰州先后投
入数十亿元，相继打造了疫苗工程中心、药物
安全性评价中心等23个“高能级”创新服务平
台，串起了“药物筛选+临床试验+药物评价+
中试放大+委托生产”整条创新链。第二个关
键词是“低成本”。设立产业前瞻“揭榜挂帅”
资金池，建立产业通用技术“公共产品库”。第
三个关键词是“加速度”。创成国家药品进口
口岸，建成全省首家药监综合体，先后获得赋
权事项154项。

建设生物合成新食品原料产业创
新高地

高标准规划建设“中国生物发酵与未来食
品城”，设立运营生物发酵与未来食品产业研究
院、长三角国创中心江苏特医食品研究所、江苏
省未来食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等关键平台……
这是泰州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探索实践。

泰兴黄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邵鸣介绍，下一步，将以建设长三角最具活
力的生物合成新食品原料产业创新高地为目
标，定向聚集创新资源，科学配置产业要素，确
保“十四五”末产业规模达百亿。一是建设先行
先试示范区。启动建设生物合成新食品原料创
新应用试验区。二是申报产业标准制定区。三
是打造行业联盟主导区。

近年来，泰州把目光对准大健康产业，扎实推进大健康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书写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加速度”。7月2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挑大梁——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新
答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活动第十二场：打造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泰州样板”。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万闻华作主发布，
泰州市和有关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就泰州医药高新区发展、塑强健康制造支撑力等方面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打造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泰州样板”
泰州市市长万闻华：抓实“四个力”，让大家提到大健康就想到泰州

“泰州近三年平均增速位居全省
前列，是长三角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今年经济总量有望突破7000亿元，力
争交出一份四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
的厚重答卷。”万闻华说。

这份答卷根植于链群发展的产业
基础。泰州坚持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作为强市之要，着眼医药、化工、船舶
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大健康产业为主抓
手打造“1+4”产业体系，生物医药、海
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2个产业入选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规上工业总产值、
工业开票销售均突破8000亿元。

这份答卷源自对产创融合的务实
探索。泰州立足产业所长靶向集聚创
新资源，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高能级
创新平台，落户江苏省产研院设区市
唯一分院，布局离岸创新中心嫁接域
外创新网络。

这份答卷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美好
生活。泰州致力擦亮“健康名城、幸福

泰州”城市名片，去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
入比缩小至1.87：1，蝉联全国健康城
市建设样板市，连续四年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

泰州有叠加的政策机遇。获批建
设首家医药类国家级高新区，拥有部
省共建机制天然优势，成为新型疫苗
及特异性诊断试剂产业区域集聚发展
试点，全国唯一的长江经济带大健康
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城市；泰州有完备
的产业生态。吸引集聚1400多家大
健康规上企业，医药制造业门类齐全，
传统食品加工以及特医食品、保健食
品等新兴领域积厚成势；泰州有领跑
的竞争优势。牵头建设“泰连锡”生物
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疫苗产业
集聚度全国最高，有4家企业入选中
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生物医药、健康食
品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大
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2022年 11月，省委、省政府专门
出台了支持泰州大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明确泰州加快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医药健康产业高地、全
国重要的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引领
全国大健康产业改革发展的先行区、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的样板城市“四个
定位”。

万闻华表示，下一步，泰州将坚决
扛起“走在前、做示范”的使命担当，集
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创新，加快把
定位干成地位，让大家一提到大健康
就想到泰州。

一是抓实产业竞争力。泰州将深
入实施大健康全产业链培育工程，以
推动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为主攻方向，
以重大项目增量注入为核心抓手，集
中做好强链、补链、延链文章。重点巩
固化学创新药和现代中药“压舱石”地
位，促进疫苗和抗体药、诊断试剂及高
端医疗器械、健康食品等细分领域做
强做优，抢占细胞和基因技术、合成生
物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力争“十四五”
末大健康产业规模达到4000亿元。

二是抓实创新策源力。泰州将紧

扣产创融合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
以组建运营泰州实验室关键性平台为
牵引，着力提高北大、复旦、南医大等
在泰功能性平台运行质效，围绕大健
康产业链条完善覆盖关键环节的创新
矩阵，努力成为全国重要的医药健康
新技术新产业创新源头。

三是抓实改革引领力。泰州将聚
焦打通束缚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堵点卡
点，立足健康制造供给侧和健康服务
需求侧两端发力，持续深化要素市场
化配置、科技体制、人才体制等重点领
域改革，在注册申报、审批监管、要素
保障等方面率先突破，在健康数据开
发、产业跨界融合、集群开放协作等方
面先行先试，加快形成一批可推广、可
复制的泰州经验。

四是抓实样板示范力。泰州将围
绕实现“全民健康”根本目标，以优化
健康服务、发展健康产业、普及健康生
活为重点，探索构建“防、治、康、养”一
体化大健康新模式，积极开展国家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城市创建，加快建
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大力发展银发
经济产业和全民健身事业。

书写新答卷，力争4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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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医药企业落户泰州 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