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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秀山青花似锦，碧波荡漾泛轻

舟。

在美丽的佟佳江岸畔，通化市佟

佳江旅游度假区掩映于秀丽的山水

之间。这里虽距离市区不远，却环境

幽雅、山环水绕，置身其中，让人顿感

心旷神怡。

佟佳江旅游度假区项目总投资

约3.8亿元，规划面积65.8公顷，主

要建设演艺核心岛、滨水景观带、城

市文化区、儿童游乐区、山地度假区、

运动休闲区的“一岛”“一带”和“四大

功能区”，与城市空间布局相呼应，形

成以山、水、城、园的发展新格局。

“项目分两期实施，目前滨水景

观带、城市文化区、运动休闲区、儿童

娱乐区已向市民免费开放，演艺核心

岛、山地度假区正在进行主体建设。”

通化文旅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杨丽告诉记者，截至7月初，园

区共计接待游客超85万人次。

用生态建设赋予文旅发展新能

量，漫步园区，自然风光如诗如画，游

艇、帐篷等游玩设施配套完善，精心

布置的花卉绿植和极具城市文化、民

俗文化特色的景观小品等，让市民、

游客耳目一新，实现生态保护与城市

发展和谐共生。

“自打度假区一期工程建成开放

后，我们一家人就经常来这休闲游玩

儿。这里生态环境怡人，设计打造的

区域、景观也十分精致，还有各式游

艇，高端大气。”作为度假区的“常

客”，市民张乐开心地告诉记者，每当

亲朋好友来通化，自己都要带着他们

到这里游玩儿一番。

据了解，通化市佟佳江旅游度假

区一期工程于去年10月 1日正式开

放运营，二期工程中的儿童乐园于今

年6月1日正式运营，其他项目正加

紧建设，预计今年10月整体竣工。

在集自然体验、游乐、亲子休闲于

一体的儿童乐园记者看到，孩子们在采

蜜小屋、彩虹栈道、蹦蹦床、滑梯等设施

里尽情玩耍，欢声笑语不断。儿童乐园

配备了组合娱乐设施、超萌的卡通雕

像、无动力踏水装置、塑胶地面等，让

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锻炼身心。

另一边，二期工程中位于整个项

目中心区域的演艺核心岛正抢抓工

期全力建设。施工现场，只见四周水

系环绕，岛中心设计的山水剧场总高

度达7米，将由7条过度色彩带环绕

而成，现正建设可容纳1500名观众的

大型阶梯看台。

“现在天气炎热，我们就通过洒水

降温、错峰施工等方式进行全力抢抓进

度，尽一切努力早日完成建设。”施工人

员尹波擦着额头上汗水说，这么漂亮的

地方，得让市民早点过来游玩。

满 目 新 景 入 画 来
——写在通化市佟佳江旅游度假区即将全面建成之际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东宝、万通、东方红等10户企业今年已实现产

值超亿元，甘精胰岛素、复方嗜酸乳杆菌片单品种

产值分别实现3.2亿元和2亿元……

总投资30亿元的通化安睿特重组人白蛋白产

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通化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

等一个个重点项目建设正酣，千亿级医药产业集

群正在崛起……

围绕“一主六双”战略部署，加速建设长辽梅

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千亿级制造核心”，通

化市着力推动中药材种植标准化、中成药现代化、

生物药规模化、化学药集约化、健康食品精深化、

医疗器械与化妆品高端化、医药商贸与流通信息

化、医疗与康养融合化，实现医药健康全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

今年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实现产

值70亿元，同比增长11.8%。

产业强、底气足

实力擦亮金字招牌

来到通化万通药业固体制剂2车间，万通感通

片、万通筋骨片等20余个主打产品生产线正高速

运转，每天将有40万盒药品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吉林万通集团副总裁陈亚双告诉记者，今年

上半年，企业产值同比增长了11%。

作为全国首家“中国医药城”，医药产业是通

化市最大的支柱产业和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如今，通化多家大型医药企业实现领先技术

突破，一批医药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医药产业无疑

成为通化工业经济版图中，最耀眼、最活跃的一部

分。

据了解，通化市现有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

72家，集团公司12家；东宝等6家医药上市公司占

全市上市公司的75%；现持有《药品生产许可证》企

业共77户，持有3580个文号。医药品种储备丰

富，中药、生物制药、化药、医疗器械……2021年全

市医药产业产值超过十亿的品种有1个，超过一亿

的品种有18个。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通化医药产业拳

头产品地位显著。

目前，全市共有修正、斯达舒、新开河、东宝、

茂祥等15个中国驰名商标。东宝药业生产的“基

因重组人胰岛素”系列产品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

成为继美国、丹麦后成为世界上第3个生产胰岛素

的国家、第2个能生产甘精胰岛素的国家。关黄母

颗粒是全省近4年唯一获批的国家中药新药。东

宝药业门冬胰岛素获批生产，单抗抗体、1.1类新

药进入临床三期。

日前，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考察组对通化市“吉

林省第二批优质道地药材科技示范基地”申报基

地进行了现场考察，通化共有3家企业通过初评并

进入现场考察名单，入围数量全省市（州）排名第

一。

这一喜讯，同样得益于通化医药产业基础的

不断夯实。

人参、五味子、贝母、党参、黄芪等20余种道地

中小药材如火如荼种植，特别是通化市在全国率

先推广示范“非林地”栽参模式取得良好成效；长

白山品牌原料基地发展到90个，数量占全省基地

总数的65%，位居全国第一……

立足优势，通化医药产业实力强劲。

提质效、延链条

“高点出发”实现跃升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化市以推进产能回归、创新回归等为抓手，有效

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医药

产业振翅高飞。

“专家的解读对我们企业起到了很好的指导

作用，能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节约成本。”今年5

月，在通化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政策解

读专场会上，万通药业集团副总裁王洪珍受益匪

浅。

推进产能回归，通化市研究制定《通化市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制造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组

织专家召开制度政策解读培训班，帮助企业应对

国家医改政策、释放产能，推动通化市MAH生产制

造基地建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实施创新回归，通化市28个化药品种正在开

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修正药业的厄贝沙坦片、通药

制药的阿莫西林等6个化学仿制药通过一致性评

价；金马药业治疗老年痴呆病的1.1类新药（琥珀

八氢氨吖啶片）已完成三期临床600例入组工作；

修正药业成功引进疏风清热胶囊等3个中药独家

品种……

与此同时，通化市突出发挥企业主体、人才核

心、载体支撑和资本助推作用，汇聚各类创新要

素，科技创新成果显著。

截至2021年底，全市有国家级医药高新技术

企业42户，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65户）的

64.6%。39户医药企业被评为省级科技“小巨人”

企业。医药产业创新集群被科技部列入国家创新

产业集群培育试点。

强“引擎”、谋跨越

医药名城未来可期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

谋求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通化市以项目

打造“硬核”支撑，正源源不断地为医药产业发展

蓄积强劲动能。

在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现场，施工人员

正铆足干劲，为今年的试生产做准备。

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

划建设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基地，以蛋白质生物

药的研发和生产为主，同时进行天然药物的研发

和生产，所有产品在本产业园实现最终的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形成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项目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产

值120亿元，利税36亿元。

目前，产业园药物研究院已投入使用；质检中

心及一栋5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已主体封闭；德谷

胰岛素生产车间、污水处理站内部装修及设备安

装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生产车间部分设备调试。

在总投资20亿元的通化县安宇生物建设项目

现场，办公楼、研发楼、人用疫苗及兽用疫苗生产

车间等主体工程同步施工，项目现场每天都有新

变化。

现场负责人郑海权介绍，该项目预计年底可

实现试生产，建成后年可实现产值60亿元，增加就

业750人。

“我们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应用国际领先的基

因生物技术，专业从事新型分子疫苗的研发生

产。”郑海权说，通化医药企业众多，优良的集群化

发展环境，让企业今后发展信心十足。

聚焦优势产业夯实基本盘，年初以来，通化市

有医药产业在建重点项目19个，总投资117.8亿

元，预计产值406.96亿元。

目前，19个项目进展顺利，德商药业小儿碳酸

钙D3颗粒投产项目拟于近期进行规模化生产，预

计今年产值4000万元；长龙生化药业水针综合制

剂车间建设项目正在进行试生产，预计2022年产

值6000万元……

纵观今日“中国医药城”通化，龙头企业集聚

成势，产业链条优化拉长，医药项目遍地开花，产

业发展底气更足、步伐更健，千亿级医药产业集群

正在崛起。

“我们现在有100多头牛，能消耗秸秆近200吨。要

在以前谁能想到，秸秆还能变成牛肉。”

“饲料化让秸秆有了新出路，牛粪还能做农家肥，养

牛种地两不误，这产业真是不错！”

……

如今，在通化市各地，肉牛产业深受企业、合作社和

饲养者的欢迎。肉牛饲料是专门配制的“秸秆定制餐”，

“秸秆变肉”工程让传统意义上的无用秸秆变成了肉牛的

“美味佳肴”。

今年，通化市以大项目为牵引，共谋划肉牛产业项目

46个、总投资45.9亿元，目前已有28个项目开工建设，

完成投资1.3亿元，“牛经济”正一路走红。总投资2.2亿

元的通化有点牛项目完成投资5500万元，已建成养殖圈

舍2栋、地埋式发酵罐3个，引进基础母牛220头；总投资

3亿元的信通万头肉牛标准化养殖场建设项目已完成选

址和初步规划，项目建成后将填补通化市无大型养殖场

的空白……

如何行而不辍，继续做大做强做优肉牛产业？

放大资源优势，强化政策带动，优化服务保障，集小

规模成大群体，是通化市委、市政府加速推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线图。

发挥配套支持政策作用，突出肉牛产业优势，夯实肉

牛全产业链发展基础。通化市抓住机遇、高位推动，制定

了《通化市“秸秆变肉”工程工作落实方案》《加快肉牛产

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等，明确发展思路，并将肉牛发展目

标及重点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

柳河县从强化保障入手，一方面，制定《肉牛产业发

展规划》，打造2个肉牛强镇和14个肉牛养殖示范村，确

保今年实现7.2万头肉牛养殖目标。另一方面，在充分

享受省、市肉牛养殖政策的基础上，对新建100头的牛

场，新引进100头肉牛以上、贷款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在

农担贴息30%的基础上，额外再贴息30%。对新建500头

的牛场，一次性补助10万元发展资金。对新建1000头的

牛场，一次性补助40万元发展资金。

如法炮制，全市各地因地制宜，在资金补助、大项目建设、肉牛保险、支持秸秆饲料化

利用等多方面，对肉牛养殖企业（户）给予大力支持。截至6月，全市肉牛发展到14.6万

头，占全年目标的65.4%，肉牛养殖场（户）达2万户，规模养殖场39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26个。在肉牛养殖“百日攻坚行动”中，新增养殖（扩繁）户8596户，新发展肉牛25718头。

肉牛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支撑乡村振兴发展，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这一

比重大、效益好、收入高的主导产业蓬勃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以硬招、实招寻求突破。

增加基础存栏量，不断壮大养殖规模。推行“屠宰厂+育肥牛场（户）+母牛养殖场

（户）”“村集体+养殖户+种植户+秸秆饲料企业”模式，发展规模化育肥肉牛养殖场，不断增

加优质肉牛出栏。培育发展新型经营主体，推行小规模、大群体、整村推进、分户饲养模

式，引导农民利用自家秸秆资源“自繁自育、藏牛于户”。大力扶持通化龙头企业，引进培

育屠宰加工企业，推动肉牛产业规模化、集约化。

在项目推进上，全市坚持“专班推进、专人包保”，夯实项目前期，加快项目建设。同

时，紧盯产业精深加工、延链补链，与皓月集团等企业对接洽谈，力争一批示范带动能力

强、产业链条长的大项目落地。

保障技术支撑，组建科技服务团队，常态化深入基层、市场主体和肉牛养殖户，开展

“送贷款、送防疫、送繁育、送订单”下乡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技术指导帮扶。

未来可期，通化市肉牛产业发展势头“牛劲十足”。

8月，坐落在通化东昌区金厂镇夹皮村的

金江花海迎来盛花期，景区里花团锦簇、百花

争艳，姹紫嫣红、五彩斑斓……

拔地而起的花甜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别

样风情、小桥流水的民宿，崭新的彩色道路与

七彩田园相互映衬，一路繁花。各类服务游客

的娱乐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好一座休闲、度

假的城市“后花园”。

今年夏季雨水较多，虽然盛花期来的稍许

迟缓，但丝毫不影响各类花卉争奇斗艳。月

季、玫瑰、海棠、“孔雀草”“牵牛花”“步步高”

“地瓜花”等20多个品种250多万株鲜花占地

430亩，如海洋般蔓延铺展，同海浪般翻涌留

香，身临其境方知“花海”惊艳，烂漫醉人。

“今年景区投入8000万元，主要建设完善

玫瑰园、儿童乐园、民宿、花甜酒店4个功能

区。同时，针对夏季炎热的气温，我们还在逐

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了凉亭、帐拉模、冲

水厕所等方便游客的设施，市民在这里吃、住、

游玩有了更好的体验。”金江花海景区经理尹

跃文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消夏避暑，带活经济。在7月23日至31

日，东昌区举办“消夏旅游节”期间，金江花海

首日接待游客近7000人，活动期间营业额达

25万元。

如今，纳入通化市全域旅游重点项目中，

金江花海建设快马加鞭。3000平方米的驿情

花房、可以进行慢漂流的游艇码头、作为东昌

区“消夏旅游节”活动之一的啤酒节大排档等

景区项目均已落成。

据了解，金江花海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于去年底正式开工，结合金厂镇当地旅游

资源优势打造餐饮民宿项目，为“花海”提供游

客接待服务，打造规范、专业、科学的旅游经营

模式。目前，花甜酒店、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建

成并投入使用，可接待大型聚会、企业团建等，

满足大型聚餐需求。特色民宿10余间，为有住

宿需求的游客提供休息的地方。

实施“美丽经济”，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使

花海周边农民既能够得到土地流转收益，还能

到园区打工赚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尹跃文告诉记者，景区共流转土地 485

亩。当地群众可以到景区打工，前期从事收拾

花杆，扣地膜、旋地和育苗，后期还可以参与景

区日常维护，每天工资120元，工期半年以上。

正在景区务工的当地农民刘少英喜滋滋

地算了一笔账：“光靠种地，好年头一亩地也就

收入700元。现在家里的14亩地流转出去就

有14000元，俺们两口子打工再能增收4万多

元。看着美景干活、看着家乡美丽繁荣，这心

里可舒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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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名城阔步行
—— 通 化 市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纪 实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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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产业蓬勃发展。

通化县安宇生物建设项目现场。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花海、靓影。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航拍佟佳江旅游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