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蓝色药库”，老院士壮心不已
每天走进办公室，管华诗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海洋创新药计划进度表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这个挂红旗的就是完成了，挂黄
旗的就是还没有完成……”已经80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每天走进位于
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的办公室，第
一件事就是查看两个海洋创新药计划进
度表。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进入新年，
管华诗依然奋斗在科研工作一线，孜孜
不倦地耕耘，为的是他心中的梦想———
打造中国“蓝色药库”。

他的团队研制的全球第14个海洋药
物——— 甘露寡糖二酸去年顺利完成临床
三期试验，现在团队又制定了“大干五
百天，拿下两个药”的新目标。

2018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考

察，听取了管华诗院士关于海洋药物研
发情况的介绍。总书记指出，海洋经
济、海洋科技将来是一个重要主攻方
向，从陆域到海域都有我们未知的领
域，有很大的潜力。管华诗说，自己的
梦想就是打造中国的“蓝色药库”。总
书记表示：“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海洋情怀相当深
厚。”与总书记的这一次近距离接触，
让管华诗深感，打造中国的“蓝色药
库”，他们的信心更足了。

管华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海洋
药物学家、中国现代海洋药物研究的开
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85年，管华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
出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藻酸双脂钠，
成为我国首个、全球第五个现代海洋创
新药物；

2018年7月，我国第一个抗老年痴呆
海洋药物取得重大突破——— “甘露寡糖
二酸”顺利完成临床三期试验，迈过研
制工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
在他的心目中，蔚蓝色的海洋，除

了为人们提供多样的高蛋白之外，还蕴
藏着丰富的海洋药用资源。

“海洋是人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的资源宝库，‘蓝色药库’喻指海洋
中孕育的药用资源。”管华诗介绍，海
洋药用资源总量丰富，是制药业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要地，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生
物医药焦点资源。20世纪40年代以来，
国际海洋药物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发现了近4万个海洋化合物，一半以上有
活性，已成功开发上市13个海洋药物。

管华诗院士倡导发起的中国“蓝色

药库”开发计划，是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崛起为目标，以海洋新药产品创制为导
向，汇聚国际一流水平的海洋药物研发队
伍，对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进行系统、全面、
有序开发的海洋资源深度开发计划。

“我一直坚信，把我们想做的事与
国家需求结合在一起，就能产生巨大的
创造力。”他说，总书记的号召，在全
国范围内快速形成了开发“蓝色药库”
的共识，特别是在山东、青岛迅速形成
了开发“蓝色药库”的良好态势。

“开发‘蓝色药库’，在您的带领下，目
前的工作重点有哪些？”面对记者的提问，
管华诗说：“聚焦‘蓝色药库’开发，整合现
有资源，主要进行了建平台、抓队伍、定计
划三方面工作。”

建平台，就是积极构筑我省海洋生物
医药工程化大平台，疏通科技开发链条，
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崛起。

抓队伍，就是组织优势团队。目
前，以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为枢
纽，联合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
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业内知名企
业，和国外优势科研力量，已初步形成
“蓝色药库”综合开发的优势团队。

定计划，就是契合国家和省市发展
战略和实际，分层次制定“蓝色药库”
开发计划，并稳步实施。目前，“蓝色
药库”开发计划已列入我省大科学计划
和大科学工程。

眼下，管华诗院士正带领团队在抗
肿瘤、心脑血管、抗病毒等6个领域研发
新药，并承担10余个系列海洋大健康产
品项目。

“总书记的嘱托，让我们感到使命
在肩、重任在前。”管华诗表示，“我
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为实现我
们共同的海洋梦想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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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四梁八柱

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

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

海洋，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

伐。

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

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

———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

月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考察时说

□ 本报记者 王川 方垒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3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就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特别是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作出重要指示。

山东牢记嘱托，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全局上谋划，关键处落子，编制完
成了全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5个工作方
案以及若干专项方案，与2018年省委一
号文件配套形成“1+1+5+N”政策规划
体系，精心描绘具有山东特色的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即2018年省委一号文
件，全面明确了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
策措施，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
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
现”的目标，同时制定了2020年、2035
年两个阶段性目标，搭建了我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四梁八柱。

文件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五个聚
焦”。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各级党
委、政府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
先的位置。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坚持把
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统筹谋划、协调推进。聚焦城
乡融合发展，着眼于重塑城乡关系、健
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打破
权益僵化固化模式，推动城市服务、人
才、资本“三进乡”，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聚焦统筹推动，注重协同性、
关联性、整体性。聚焦党管农村工作，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五级

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当好乡村振
兴“一线总指挥”，实行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明确了“13613”的框架体
系。

“1”即打造一个样板引领。聚焦为
全国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

的“山东方案”，把标准化的理念贯穿
乡村振兴全过程，咬定“走在前列”的
目标定位不动摇不放松，高点定位、加
压奋进，着力打造生产美产业强、生态
美环境优、生活美家园好“三生三美”
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充分考虑我省实
际，确定了“六五四三三”的乡村振兴
指标体系，即产业兴旺“六化发展”、

生态宜居“五有建设”、乡风文明“四率提
升”、治理有效“三项工程”和生活富裕“三
个维度”，共涉及27项具体指标，其中约束
性指标9项、预期性指标18项。

“3”即实施“三步走”战略。结合
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趋势，针对沿
海、平原、山丘区、滩区、湖区等乡村面貌，
探索适宜性路径， （下转第三版）

省委决定将2019年作为“工作落实年”。本报今天起推出“推进‘工作落实年’·重大政策举措解读”全媒体报道，采取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的形式，对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8年制定推出的重大规划、重大

政策、重大举措进行系统解读，以便让广大干部群众全面了解有关政策、自觉推动政策落实，进一步营造担当作为、干干事创业的浓厚

氛围，凝心聚力推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薄克国 刘邦华 报道
管华诗院士（中）和海洋药物科研团队一起工作。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经理许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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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事多，风风雨雨不平坦。得益于改革开
放的机遇和政策，我们青岛港实现了快速发展，过去
搬抬扛的老码头变成了现代化智慧码头，我们也创造
出了引领世界的作业效率。去年作为践行“工匠精
神”的优秀代表，我被授予改革先锋奖章，是我终生
难忘的。但我不应该就此满足，不论是个人还是企
业，面对新形势都需要审时度势继续努力，只有发扬
工匠精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建
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李媛）

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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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成功的一年。“深
蓝1号”网箱成功建成、出坞，顺利安装下水。在距
日照海岸线130公里的黄海冷水团海域，“深蓝1号”
正式投入三文鱼苗，开启了深远海渔业养殖的新征
程。如今更先进的深海养殖装备“深蓝2号”已完成
设计，可养殖三文鱼100万尾，产值可超过3亿元。
2019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愿三文鱼健康成长，“深
蓝2号”网箱如期投入使用，愿山东的海上粮仓越来
越大！（□丁兆霞）

中集来福士总裁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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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最难忘的事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
公司视察。我们深感荣幸，备受鼓舞。中集来福士将
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新时代创新标兵，为海洋强国扛
旗。近年来，中集来福士陆续交付了22座海洋牧场平
台。2019年还要交付10座。深海养殖网箱订单已经拿
到了4个，为长岛建造的“长鲸1号”，主体已经完
工。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做好钻探平台主业基础上，
大力研发多功能海洋牧场平台、智能深水网箱、休闲
渔业综合体和现代化渔船等，为海洋强省建设作出自
己的贡献。（□董卿）

山东万通海欣港务集团副总经理郝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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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我从万通集团石化板块生产管理岗
位来到海欣港务集团报道，成了港口板块的“新
兵”。自上任之初开始，各种针对安全生产的技术改
造项目便纷纷上马。技术改造、设备提升固然重要，
制度建设、强化员工学习才是关键。在我的参与下，
海欣港务集团新建、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80余项，
并培养员工依规行事的工作作风。2019年集团将建2
个30万吨级、2个15万吨级泊位。建成后，每年可为
当地地炼企业节省运输成本50亿元。东营港也将因此
成为山东渤海湾最大的油品码头。（□李明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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