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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全周期服务护航产业发展，杨浦助推更多生物医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区校企共筑“链上新风景”

本报讯 日前，2025年长三角残健
融合运动会——融合定向赛在杨浦
滨江开赛。共有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600余名运动员参赛。

赛事串联东方渔人码头、城市
文化会客厅、世界技能博物馆等特
色点位，沿途坡道缓行、盲道指引、
无障碍厕所等设施，为运动员铺就
安心赛道。

一边比赛一边赏景，全
程基本畅行无阻

“这条滨江路线对残障人士很友
好。”选手瞿国和说，自己年轻时就喜
欢打轮椅篮球，平时也坚持锻炼。这
次比赛全程基本畅行无阻，还能欣赏
两岸美景。

团队拼图、盲眼敲锣、道具竞
速、创意打卡……各点位设置的趣
味挑战任务，将竞技性与协作性巧
妙结合，运动员们以默契配合攻克
难关。

本次融合定向赛杨浦四队获得
视障组一等奖，静安五队获得听障
组一等奖，杨浦一队获得肢残人组
一等奖。

在此之前，杨浦区体育事业发展
服务中心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成立“智·体”思政育人实践基
地，培育全区首批50名兼具科创能力
的残健融合专项社会体育指导员，为
破解特殊群体健身服务专业化难题
提供杨浦方案。此次赛事现场，残健
融合体育指导员在杨浦滨江绿之丘
上岗实践，投身志愿服务工作。

“赛道上的每一处无障碍细节，
都让我感受到城市的善意。”一位视
障运动员说。

毫米级较真，成为百年
工业文明的“暖心表达”

于 2022 年发布的《杨浦滨江公
共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导则》，是上
海关于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的首部

导则。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箅子时，

其孔洞的宽度或直径不应大于 13 毫
米，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向；轮
椅坡道的横向坡度不应大于1:50，纵
向深度不应大于1:12，净宽度不应小
于1.2米，长度超过9米时，每隔9米要
设一个轮椅休息平台……每一毫米
的较真，都关乎残疾人群体感受度的
提升，是杨浦“生活秀带”更有温度的
缩影。

《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无障碍环境
建设导则》，已经入选全国5类50项无
障碍环境建设精品案例；《杨浦滨江
公共空间无障碍环境建设项目》，入
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第一批）。

城市的人文关怀，融入杨浦滨
江的空间特征和百年工业文明，拼
搏的汗水与温暖的互助交相辉映，

“无障碍”的理念文化与设计规划，
将为全人群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毛信慧 宗禾

本报讯 生命健康是杨浦重点布
局的四大新兴领域之一。杨浦依托
高校科研优势、临床资源及园区载
体，已集聚澳宗生物等一批创新药
企，其全链条研发体系涵盖药物发现
到产业化各环节。

怎么让临床需求如何更为精准
地对接创新链？第七期“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区校企创新沙龙于日前举
行。活动中，针对成果转化早期支持
难题，上海理工大学跨学科创新研究
院副院长孙婵娟建议，加强概念验
证、中试平台建设。目前，上理工在
超声能量装备、手术机器人等领域已
取得多项医工交叉突破；

新华医院等医疗机构提出手术
耗材智能化等10余项具体需求，杨浦
创业中心同步推介产业基金等配套
支持……

现场，来自政府部门、高校院
所 、医 疗 机 构 及 企 业 的 代 表 齐 聚

一 堂 ，围 绕 生 物 医 药 领 域 产 学 研
深 度 融 通 展 开 研 讨 ，达 成 多 项 合
作意向。

杨浦正在加快构建“1+2+3+4”创
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响杨

“数”浦新质秀带创新区品牌。全区
各职能部门全周期服务，为产业发展
护航——近期，区卫健委将推出成果
产业化组团式服务，区市场监管局正
在筹建生物医药注册指导服务站，拟
提供“最通畅沟通、最高效调配、最务
实措施”的“三最”服务……

上海观合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临床研究行业的创新和
综合实验室服务平台，主要为药企
提供生物标志物发现、靶点验证、
疗效评价等样本分析服务，这是药
物上市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因为
我们的检测数据会用于药物的注
册申报，因此它需要与国际同步接
轨。过去很多检测设备、检测试剂

都是从国外进口，受关税等政策影
响，预计我们的采购成本未来会有
所上升。”公司质量部副总监申亚
根告诉记者，目前企业一方面在积
极备货，保障现有临床试验不受影
响，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寻找国产替
代，进一步提高后续项目的自主能
力。“政府部门给了我们很多政策
上的支持，比如海关部门正在指导
我们申报 AEO（经认证的经营者）
企业，相信未来我们的特殊物品进
口环节将简化不少。”

区 校 企 创 新 沙 龙 通 过 搭 建 高
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深度交流与
合作平台，加速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
注入动能。区科技经济委党组书
记、主任李正明表示，下一步，杨浦
将深化支持体系，优化创新生态，助
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 ■毛信慧

600余名运动员齐聚杨浦滨江，拼搏的汗水与温暖的互助交相辉映

每一处无障碍细节，都是城市的温度

相关新闻

1700平方米低碳创新“试验场”落户杨浦滨江
推动企业聚链成势、产业向绿转型

绿色发展已成为推动产业转型
的核心动力。在日前举行的第十二
届创新中国论坛上，杨浦绿色低碳产
业创新培育平台揭牌成立，落户杨浦
滨江智慧广场。

据了解，作为绿色低碳生态体
系深度协同的实践载体，杨浦绿色
低碳产业创新培育平台将发挥多
维度功能。平台以资本赋能为先
导，吸引专注于绿色转型的企业风
投（CVC）与 产 业 投 资 人 ，为 创 新
项 目 提 供 长 期 资 金 支 持 。 同 时 ，
1700 平方米的灵活办公空间，为全
球及国内绿色科技创业者提供专
业孵化服务与交流场所，加速新项
目落地。

在国际合作层面，平台依托国际

绿色创新论坛等活动，搭建起跨国企
业、初创公司与科研机构的开放式协
作网络，推动技术跨境流动与资源整
合。值得一提的是，平台定期举办或
协助企业发起“挑战驱动”项目，促进
初创企业与产业方共同开发绿色解
决方案。

近年来，杨浦持续深化区校企合
作，拓展绿色低碳产业生态链。去
年，杨浦组织区域内11家重点企业联
合参展上海第二届碳中和博览会，为
企业搭建国际化展示平台。杨浦区
绿色低碳产业链链长李颖表示，未来
将深化多方协作，推动企业聚链成
势、产业向绿转型，“以此次活动为起
点，搭建绿色技术全产业链交流合作
的桥梁”。 ■毛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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