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华药业稳居国内中枢神经药物
领军地位；复星万邦推出基因治疗和合
成生物学技术平台及生物药产品；江苏
好欣晴移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融资数
亿元，开展“AI+ 心理”医疗健康新布
局……今年以来，徐州经开区医药健康
产业捷报频传，不断涌现的发展成果，
正是产业攀高逐新的鲜活注脚。

医药健康及医疗器械产业是全球新
一轮科技革命竞争的焦点领域之一，也
是徐州经开区“2+3”现代化产业体系里
的重要一环。目前，该集群已经集聚行业
上中下游企业，在医药制造、医疗器械、
心理健康、细胞基因等领域优势明显，跑
出了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加速度”。

小众，见锋芒

创新的火花不断迸发，新产品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在医药健康这一细分赛
道中，徐州经开区正展现出非凡潜力。

走进恩华药业总部，“奋斗 5 年，
值了！”的感慨犹在耳畔。项目组组长
周英珍团队从仅有的 3GB 英文资料起
步，将“欧立罗”从纸面推入临床，最
终以填补国内镇痛机制空白的姿态纳
入医保。这不仅是企业研发的里程碑，
更是经开区药企向创新转型的缩影。

作为国内唯一专注于中枢神经系统
药物研发和生产的制药企业，恩华的突

围依托战略转向：2018 年起确立“创仿并
重”，在苏州、上海设立创新药研发中心，
中枢神经领域布局 80 余项研发管线。阿
尔茨海默症新药 Protollin 鼻喷剂已挺进
临床Ⅱa 期，背后是 2023 年研发投入
6.14 亿元、占营收超 10%的强力支撑。

同在徐州经开区的万邦医药，则
锚定“四高一抗”赛道开辟新版图。
作为国内最大的动物源提取胰岛素
生产企业之一，万邦医药始终坚持科
技创新，以创新药为主导，生物药、
化药、中药并举，其自主研发的抗实
体瘤新药 VT-101 注射液实现中美双
报 IND 获批，向晚期头颈部鳞癌等
顽疾发起挑战。 （下转 04 版）

向 新 向 智 向 未 来
徐州经开区全力打造医药健康产业新优势

本报记者 朱二俊 梁梦雨 实习生 庞羽含 姚頔远

■聚焦“343”创新产业集群

种 好 梧 桐 引 “ 凤 ” 来
我市创新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人才强磁场”效应愈发凸显

本报记者郑玉倩 实习生洪婉琳

傍晚时分，大龙湖畔，一辆辆私家车依次排开，后备厢齐刷刷打开，美味小吃、手作潮玩……瞬间“出摊”。近日，“点亮

大龙湖·助力新消费”湖畔好市正式开街，方寸后备厢变身“迷你商铺”，升腾的烟火气让城市夏夜越“夜”越精彩。

通讯员 高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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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更是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核心动能。
今年以来，徐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拓宽就业渠
道，用好用活各类人才政策，从安居保
障、创业扶持到职业发展规划，构建起
全链条服务体系。一系列举措下，城市
对人才的吸引力持续攀升，“人才强
磁场” 效应愈发凸显，不仅让更多高
校毕业生选择徐州、扎根徐州，更为城
市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
活力与创新势能。

推动就业岗位扩容提质

120个招聘展位整齐排列，240 家优
质企业携 2500 余个精选岗位在此“设摊
纳贤”，4500 余人次求职者穿梭其间……
7 月 4 日，为期 2 天的 2025 年徐州大龙
湖人才夜市热闹开市，昔日市民休闲的
湖畔空间，变身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的

“纳贤场”。现场岗位紧扣“343”创新
产业集群，覆盖工程机械、医疗健康、
数字经济、高端纺织等重点领域，达成
就业意向 1250 余人次，让夏夜的大龙
湖畔涌动着逐梦的热潮。

发展产业是吸引高校毕业生本地
就业的根基，拓展岗位则是留住人才
的关键。围绕“343”创新产业集群，徐
州持续发力，相关部门定期梳理发布
高质量岗位，这些岗位不仅与产业需
求专业匹配度高，更兼具优厚薪酬与
广阔发展前景，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了
契合本地产业方向的就业选择，同时
积极开拓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空间，
“名校优才”品牌效应不断凸显，为优
秀人才搭建起成长快车道。

一系列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
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失业补贴稳岗
返还、苏岗贷稳岗贷等“真金白银”的
支持，既为企业稳岗扩岗注入底气，也
让求职者在薪资待遇、保障福利等方

面更有获得感。
从产业发展筑根基，到岗位拓展

搭平台，再到政策红利强支撑，徐州正
以全方位的举措，让拓宽就业岗位转
化为“引才留才”的实效，推动更多高
校毕业生在本地扎根成长，为城市发
展注入持久动力。

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整洁的房间窗明几净，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温馨的氛围驱散了旅途疲
惫，这是异地来徐求职青年踏入 “徐
青驿站” 时的第一感受。作为青年融
入徐州的温馨港湾，22 家 “徐青驿
站”动态提供 300 余张床位，不仅解决
了住宿难题，更通过城市融入指引、就
业指导、创业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打造
出服务来徐就业创业青年的一站式平
台，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瞬间触摸到
这座城市的温度。 （下转 04 版）

微山湖畔，17 公里环湖公路如银
色纽带串联起 20 余个村庄；张集镇
内，方特乐园单日游客量突破 3 万人
次；徐州高新区，薄如蝉翼的钙钛矿电
池片在自动化产线上流淌着科技之
光；五环路西南环，21 公里高等级公
路，建设正酣。

铜山，携着“三超千亿”（GDP、工
业总产值、工业开票销售）硬核实力，
正以破竹之势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大融
合，实现从城市边缘向 “中心城市重
要城区板块”的历史性跨越。

从“城南”到“南城”的嬗变

“以前，过了翟山往南就是农村，
现在北京路上高楼林立，万达、万科尽
显都市繁华，感觉徐州城往南延伸了
不止 10 里。”这是一位徐州老市民对
铜山最直观的感受。

从“融入主城区”到“建设主城
区”再到“中心城市重要城区板块”，
铜山用 30 年时间圆了一个都市梦。

仅 2020 年以来，铜山就投入 680
亿元实施了 642 项城建重点工程，包括
道路、商贸、医疗、教育等领域，拉平与

主城区落差，再造南部主城。徐州地铁
1 号、3 号、4 号、6 号线引领铜山迈入
“地铁时代”，第一人民医院、矿大南
湖校区、徐海学院、徐州师范大学、华
杰高中等成就铜山科教文卫高地，万
达广场、万科新都会等激活铜山商贸
流量，方特乐园、园博园、汉王文旅小
镇等拉动铜山文旅火爆出圈，北京路、
大学路犹如鸟之双翼驱动 “南城”展
翅飞翔。
“今年铜山安排城建重点工程 72

项，总投资 258 . 34 亿 元，年度投资
106 . 68 亿元，五环路西南环快速推进，
划定徐州主城新边界。” 铜山区重点
办相关负责人言语间充满自豪。
“关键是铜山环境好，推窗见绿，

出门见水，抬脚就能登山，这就是性价
比。”又一位徐州老市民表达他“移
居”铜山的理由。

如今，铜山成为吸引徐州老城区
及宿州、淮北等地居民的 “宜居福
地”，2024 年底城区人口超过 40 万。

没有强大产业支撑的城市只是
空中楼阁，铜山产城融合，为中心城
市建设添加了强劲引擎。徐工汽车新
能源重卡联合华为，技术领先全球；

徐工消防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应
急救援装备研发制造基地，高空作业
平台整体规模位列中国第一、全球前
三；云意电气车用整流器和调节器全
球规模领先，国内新车配套率 55%，
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先导薄膜的磁
控溅射靶材以每分钟 3 片的速度下
线，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65%；超前布
局钠电池、核药等七大新兴产业链，
必澎智能装备、钙钛矿 GW 级生产线
等百亿级项目密集落地……融入徐
州 市 “343” 创 新 产 业 集 群 ， 建 立
“8166+N”产业体系，构建联通科创
资源的 20 公里“S”形科创大走廊，
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深度融合，铜山以
产业硬核实力成为徐州中心城市建
设的“千斤顶”。

从“乡村”到“都市”的奔赴

“没想到烙烙馍也能挣钱！”铜山区
张集镇梁堂村 50 岁村民于桂玲边烙烙
馍边笑着说，“去年咱梁堂古村成了网
红打卡地，游客越来越多，都不够卖的，
一天能挣二三百元呢。”

（下转04版）

■“铜”心决胜新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融入主城，融合城乡，融通四方———

铜 山 ：“ 融 ” 耀 崛 起
本报记者 胡明慧 通讯员 尚庆迎 魏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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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R 眼镜 “唤醒” 沉睡千年的文
物，智慧医院为市民带来便捷就医体验，
智慧站台让等车不再着急…… 在徐州，
场景正成为科技与民生交融的关键纽带。

近日，徐州出台了《关于推进场景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意见》，围
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社会
治理”四大领域发力，目标到 2027 年开放
200 个以上的场景机会，建成全国领先、
辐射区域的场景驱动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应用实践高地。

多元场景加速落地中，徐州如何以民
生需求为导向，打造标杆应用场景？科技
创新又如何通过一个个“好场景” 的实
践，转化为可感知的民生温度？

治疗迈向“智”疗

智能导诊让患者找对专家，就诊缴费
取药刷脸就能完成，AI 辅助疾病诊断，一
部手机就能预约护士上门护理服务……
近年来，徐州不断丰富智慧医院应用场
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先
进技术在智慧医院建设场景中的应用。
“爷爷，我是来给您更换管路的护

士，您现在感觉怎么样？”7 月 11 日，徐
州矿务集团总医院慢病管理居家护理服
务团队护士周伟丽接到订单，上门为患者
王大爷进行更换鼻饲胃管的护理服务。

据了解，2020 年起，徐州矿务集团总
医院就开展了 “互联网 + 居家护理服
务”，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一键下单，即
可享受“医护上门”的优质医疗服务。

徐州医疗服务智能化水平的持续提
升，带来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从
治疗到“智”疗，已成为市民就医的新
常态。

江苏智先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数字技术为支点，探索计算机科学、
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融合
应用的企业。“我们通过 DeepSeek 整合
医生的诊疗记录和患者的就诊信息，可
以实现病例的快速生成。”该公司总经理臧昊介绍，公司
还在阅片环节引入了大数据模型，对医学影像的识别率高
达 98%。

从病床到云端，从诊室到居家，一个个具体的应用场景
打通了服务患者的“最后一公里”，徐州正以场景创新为核
心，为徐州医疗服务的升级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打卡升级“沉浸 +”

近年来，随着 VR、AR、MR 等数字技
术的广泛应用，文旅市场一大批沉浸式
新业态、新空间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沉
浸 +” 体验已覆盖文旅消费的诸多领
域，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成为消费者的旅
游新选择。
“戴上 AR 眼镜，那些沉睡千年的珍宝

仿佛活了过来，就在身边。” 上周末，南通
游客常思在参观完徐州博物馆后兴奋地
说。徐州博物馆推出的 AR 沉浸式观展技
术，让观众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仅能看、能
听，还能够通过语音指令、视觉识别与文物
“对话”。

除此之外，游客登录徐州博物馆官网，
就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足不出户便能沉浸
式体验博物馆的六大展厅。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的场景
应用不仅营造文化新样态，也丰富了全天
候的文旅产品供给。

夜幕降临，云龙湖畔光影流转，登上游
船，跟着苏轼穿越时空。这是由徐州市文化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打造出品的 《彭城风
华》，将多种前沿技术与艺术呈现方式创
新应用，让观众在实景演出中体验多元艺
术氛围。

近年来，徐州文旅部门以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建设正开启
“加速跑”。徐州文旅集团全力打造云龙湖
巨型旅游产品，上线智慧旅游系统，已全面
覆盖云龙湖游船码头、滑索道、水族馆等区
域，感知触角延伸到景区各处。

在徐州，“新技术”不断涌现，激活了
“沉浸 +” 新体验，极大地丰富了游客的
感知维度，更重塑了文旅产业的形态与边
界，激活了散落的历史文化元素，持续为文
旅发展注入新活力。

治理走向“智”理

以场景搭建提高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率和旅客出行效
率，在徐州的街头“破茧”而出。

掏出手机扫一扫，公交信息全知晓。近年来，街头悄然
出现的“智慧公交站台”，正让市民习以为常的等车场景发
生着改变。

（下转 07 版）

永 恒 的 丰 碑 时 代 的 明 镜
———纪念英雄王杰牺牲 60 周年暨弘扬“三不伸手”精神

卢波

60年前的 7月 14日，23岁的王

杰在江苏邳县组织民兵训练时，面对

炸药包意外爆炸的生死瞬间，毅然扑

向炸点，用生命诠释了“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铮铮誓言。在全党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之际，我们追忆英雄事迹、感悟精

神内核，更深刻体会到：王杰精神永

不过时，它将继续激励着一代代共产

党人坚守信仰、勇于担当，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王杰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出生

于山东金乡，1961年入伍后，连续 3年

被评为 “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

功。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一生能服从

祖国需要为最快乐”。这份纯粹信仰

支撑他在危急关头舍生忘死，保护了

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习近平

总书记更深刻指出：“王杰精神过去

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

精神财富。”

王杰精神的另一重要内核是 “在

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

质上不伸手”。王杰曾 14次递交入党

申请书，却因出身问题未能如愿，但他

仍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王杰在日记中

写道：“入党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我努

力的方向……”他还在连队组织的“思

想汇报会” 上向党支部郑重承诺：“自

己要‘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

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时指出：“这

‘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

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 根据全市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

署安排，近期，多家单位赴 “三不伸

手”正心教育馆开展现场教育，重温王

杰同志“三不伸手”精神，感受王杰同

志甘于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

新时代弘扬王杰精神，需做到三

个“融合”：一是要与党性教育融合。

深入挖掘王杰精神内核作为党性教

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

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二是要与作

风建设融合。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

标尺，对标王杰的“三不伸手”，整治

“四风”等突出问题，将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内化为党员干部的价值观指

引。三是要与青年培育融合。通过完

善思政教学体系、丰富传播形式、开

展社会实践等活动，让青少年从小浸

润红色文化。

站在王杰同志牺牲 60周年的历史

节点，我们既是纪念者，更是传承者。

作为新闻工作者，当以笔为炬，讲好王

杰故事，传播“两不怕”的时代强音；

作为党员干部，当以行践诺，将“三不

伸手”化为拒腐防变的行为准则。让

我们以王杰精神为帆，以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为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

州新实践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先

烈、无愧于人

民的新篇章！ 彭城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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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60 年，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