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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监督公告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5月 16日-18日，第二十一届中国（漯
河）食品博览会在河南漯河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举行，来自国内外食品行业的知名企业家、

专家学者齐聚漯河，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白俄罗斯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切尔维亚科夫·亚历山大·维克托罗

维奇，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尚进，省政协

副主席张震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庞国芳、任发

政、石碧，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姜明，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中国食品

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楚玉峰，河南省

市场监管局局长景劲松、漯河市市长黄钫等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黄钫代表漯河市四大班子和全市人民，向

出席展会的各位领导、各位院士、各位嘉宾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指出，漯河作为首

个中国食品名城，深入践行“大食物观”理念，

深耕食品产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共享利益链，绘就了一幅“食全食

美、漯在其中、创新引领、共享未来”的画卷。

黄钫指出，食博会历经 20多年的发展，
从中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漯河

食品进入“国人厨房”、摆上“世人餐桌”。本届

食博会一定会办成深化交流合作、扩大对外

开放、互惠互利共赢的盛会，必将为推动漯河

食品产业提质增效、建设 5000亿级现代化食
品名城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打造全

省万亿级食品产业集群贡献漯河力量。

姜明在致辞中指出，食博会已经成功举

办二十届，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成长为

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型展会，

被誉为食品行业的“风向标”，也成为展示漯

河特色、漯河品质、漯河形象的亮丽名片。

切尔维亚科夫·亚历山大·维克托罗维奇

在致辞中介绍了白俄罗斯食品产业发展以及

对华出口情况。他指出，白俄罗斯对确保食品

安全、改善饮食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非常关注。中国是白俄罗斯在亚洲的最大贸

易伙伴。希望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促进

两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在粮食安全领

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 500强企业 JBS中国区总经理菈莉
莎·德赞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 JBS的主要出
口市场。JBS与双汇集团一直保持良好的合
作关系，今后将努力提高企业生产水平和出

口能力，以满足中国对优质动物蛋白日益增

长的需求。

本次食博会会期 3天，规划展览面积 6.5
万平方米，折合国际标准展位 2500个，设置
综合食品、未来食品、品牌企业、国际食品、预

制菜食品、“云上食博会”暨电商直播等 12个
展区。1304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 500强企
业 5家，跨国公司、知名品牌企业 161家。
在开幕当天举行的漯河市情说明暨白俄

罗斯共和国莫吉廖夫州推介会、《沙澧之滨

今朝漯河》邮票首发式上，67个产业项目、12
个人才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 340.1
亿元。

■ 新华社记者 陈国峰 邵鲁文

创新药是衡量一家药企研发实力的重要

标尺，一款创新药从立项到上市需跨越重重

难关，但仍有不少企业迎难而上，位于山东济

南的齐鲁制药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齐鲁制药持续布局创新药和高质量非专

利药，在重大疾病和罕见病领域填补药品空

白，为老百姓提供多样化用药选择，并推动国

产好药“走出去”惠及全球患者。

记者近日走进齐鲁制药，看生产、聊研

发、话发展，近距离触摸这里的创新脉动。

“九死一生”的研发创新
走进齐鲁制药集团，在抗肿瘤口服制剂

车间智能化生产线上，一类抗癌新药伊鲁阿

克被机械手装入白绿相间的药瓶，装箱后传

送进入智能立体仓库。这些药品随后被装进

冷链物流车，发往全国各大医疗机构。

伊鲁阿克是齐鲁制药首个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小分子一类创新药，2023年 7月上市
后，为国内外 ALK阳性肺癌患者带来希望。
齐鲁制药副总裁张明会介绍，伊鲁阿克

是齐鲁制药创新研发进入收获期的开始，目

前齐鲁制药共有 80余款一类创新药处于研
发阶段，2024年将上市两个一类创新药，今
后几年还将有多款新药上市。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针对一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大疾

病和罕见病，药品研发仍需持续攻关。“创新

药就是要不断满足这些疾病的用药需求。”齐

鲁制药总裁李燕说。

在医药行业，创新药研发存在 3个“10”：
十年磨一剑的韧劲、10亿元级资金的投入、

10%左右的成功率。李燕说：“我们做的创新
药很多，都说‘九死一生’，死了 9个，到底哪
个能活下来？只有实践了才能找到答案。”

2019年，伊鲁阿克进入研发的第 6个年
头，临床试验阶段出现了非预期不良事件。研

发人员立即溯源，对不良事件的现象、导致不

良事件的可能原因逐一分析，并与临床专家

反复论证，终于找出原因，通过调整给药方

式，找到了最佳给药方案。

齐鲁制药助理总裁郭传珍表示，齐鲁制

药秉承“长期主义”，保持高强度研发，2023
年研发投入 44.3亿元，同比增长 13.9%；“十
四五”期间预计研发投入超 200亿元，三分之
二投入到创新药研发中。

让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国产好药
创新药解决了一些病症无药可用的问

题，仿制药则肩负着增加药品供给、提供多样

化用药选择的重任。

在齐鲁制药的产品展厅里，张明会拿起

一盒吉非替尼对记者说：“我们研发的这款药

让同类进口药大幅降价，为国家节约了医保

基金。”

作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一线靶向特效药

物，吉非替尼国外原研药在国内上市后长期

垄断市场。齐鲁制药历时 7年成功研发出与
原研品临床疗效等效的仿制药，极大提高了

患者用药可及性。

仿制并非易事。有人认为仿制药是简单

模仿，其实高质量仿制药被称为“非专利药”，

通过研发和创新，在生物等效性等方面与原

研药无明显差距。

2010年，齐鲁制药启动贝伐珠单抗生
物类似药研制，主要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结

直肠癌的治疗。“生物药的分子结构比化学药

复杂得多，需要在药学研发、动物试验、临床

试验等每一个环节与原研药进行对比。”郭传

珍说。

齐鲁制药组织了 300多人的研发团队，
先后开展 100多项对比研究，仅采购参照药
就投入上亿元。2019年 12月，齐鲁制药研制
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近 10年的研
究资料包括原始记录、技术报告、申报资料等

装了 26箱。
目前，齐鲁制药在研非专利药项目近

300个，2023年获批上市产品 34个；共有 156
个非专利药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54个为国
内首家。

“走出去”磨炼企业竞争力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

就是世界。”齐鲁制药展厅里有这样一句标

语。他们把国际化战略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

重要引擎。

近日，一批雷珠单抗注射液从齐鲁制药

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往欧洲市场。张明会说，齐

鲁制药于 2012年立项研发雷珠单抗，并同步
开展国际国内注册申报。经过 12年不懈努
力，他们先后完成药学、临床前、临床研究，今

年 1月欧洲药品管理局批准其在欧洲 31个
国家销售。

齐鲁制药还将 25个制剂卖到了美国，在
美国生物医药核心地区建设研发平台，进一

步强化创新药物研发。李燕说：“我们 10多年
前决定进军美国市场时，几乎所有人都说风

险太大了，但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有开放的眼

光和视野。”

目前，齐鲁制药产品已出口全球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李燕表示，中国医药企业要继

续立足国内，更加坚定地“走出去”，积极主动

参与到国际医药产业分工中，充分利用全球

优质资源推动我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逾四成超亿元！
上市公司订单
“剧透”经济“钱景”
■ 新华社记者 刘慧

订单，企业的生命线。

今年以来，签订重要合同、中标重大项目

的上市公司公告不断。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

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它们的订单也“剧透”着

宏观经济“钱景”。

从数量上看，上市公司订单出现了“双上

升”。根据新华财经的统计数据，截至近期，今

年 A股上市公司已发布了超 900个中标项
目公告，同比上升近 15%。其中新增中标项
目超 810个，同比上升超 9%。
从金额来看，新华财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股上市公司中标项目总金额已超 5370亿元，
逾四成中标项目的金额超亿元。其中，中标金额

10亿元至 100亿元的项目占比约 15%，中标金
额 1亿元至 10亿元的项目占比约 25%。
这些订单中，既有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单一中标项目就接近 300亿元的大订单，也不
乏瞄准新赛道、新领域、新模式的特色订单。

订单结构的改善，也清晰标记着生产力

“向新”的路径。

航空母舰、LNG运输船和大型邮轮，世
界造船业 3颗“皇冠上的明珠”，近年来已成
功被我国接连摘取。随着世界航运复苏，中国

造船业抓住机遇，订单背后，透出制造业结构

不断向高端、智能、绿色升级。

从一个企业到一个行业再到整个宏观经

济，从订单“聚集地”可以观察到中国经济新

动能在诸多行业、“赛道”不断累积。

今天的订单就是明天的业绩。

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加速接
单，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交付运

营，豪华客滚船、极地运输船等中高端产品不

断涌现……根据中国船舶年报，随着手持订

单结构不断改善，该公司净利润出现爆发式

增长，增幅超过了 1614%。
上市公司中标公告里的暖意，在近期发

布的多项宏观指标中得到呼应。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

示，新订单指数连续保持扩张态势。今年 3月
新订单指数为 53.4%，较上月回升 1.2个百分
点。4月，这个指数继续回升 0.3个百分点，达
到 53.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态势。4

月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6%，企业出口
业务总体继续改善。

高质量的订单，关乎企业的好日子。向

新、向绿、向智能的“升级版”订单，将不断引

领企业业绩释放。

在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新订单指

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位于 53%以上，国内
外市场对这些中国产品的旺盛需求显而易

见，中国制造业的魅力可见一斑。

无论大小，一笔笔订单，传递出各方对中

国制造的认可，对中国市场的期待，从中可感

知中国经济的韧劲与活力。

一粒创新药 十年磨一剑
———齐鲁制药集团创新一线观察

1304家企业参展，67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340亿元

第二十一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举行

荫活动现场

荫齐鲁制药生产车间技术员正在记录生物发酵罐运行参数。 陈国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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