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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实而兴：底色彰显发展成色

“面对国内、国际市场，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冲刺‘千亿级’

经营规模目标，大有可为。目标既定，政策频出，也为企业创

造了利好的发展环境。”谈及通化医药健康产业的未来，通化

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冷春生充满信心。

作为扎根通化多年的医药企业，通化东宝凭何信心十足？

实力强，底气足！探访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坚

持自主创新，创造世界品牌”，企业不凡的“体格”“体质”，让人

豪气顿生。

2022年11月，随着门冬30、门冬50预混型胰岛素获批，通

化东宝完成了对人胰岛素与胰岛素类似物速效、基础和预混

系列产品的全面覆盖。

从1998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支重组人胰岛素到二代、

三代再到稳步推进四代胰岛素、口服降糖药等系列产品的研

发，企业实现了甘精胰岛素、门冬胰岛素等15个品种的自主研

发和成果转化。2022年营业收入27.78亿元，人胰岛素市场

份额跃居全国第一。现有五个全球一类创新药，备受市场关

注。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高”，伴随着通化“中国医

药城”逐步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通化东宝药业旗下产品已出

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这只是通化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缩影。

舒展通化经济发展版图，医药健康产业无疑是最耀眼、活

跃的一部分。

据了解，通化现有医药类企业104户，规模以上医药工业

企业72户，药品生产企业63户，持有3582个文号，独家品种

153个；共有修正、斯达舒、新开河、东宝、茂祥等15个中国驰

名商标；医药品种储备丰富，包含中药、生物制药、化药、医疗

器械等领域。

大企业方面，到2022年末，产值超亿元企业达到20户。

今年1至5月，产值超亿元企业12户，共实现产值51.7亿元；

产值超5亿元企业4户，共实现产值32.5亿元。

大项目建设方面，总投资312亿元的26个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68.6亿元，万通药业贴剂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竣工，预

计今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安宇生物、百思万可等重点生物产

业项目进展顺利。

大品种培育方面，全市产值超5000万元医药品种达到36

个，实现产值84亿元。复方嗜酸乳杆菌片等20个品种产值超

亿元，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产值超20亿元。

“近几年我们加大科研投入，开发了一批市场前景广阔的

独家产品，其中海昆肾喜胶囊销售额突破7亿元。”吉林辉南长

龙药业总经理张晓光告诉记者，今年企业正朝着10亿元产值

目标迈进。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通化医药健康服务业加快发

展。“互联网+药品流通”规范发展，人参现货交易市场涵盖产

品展销、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多种功能，上半年实现交易额

54.9亿元，成为全国人参交易的集聚区。

立足优势、基础，深耕高质量发展，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实

力强劲。

向新而立：“智造”引领多元赋能

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如何闯出高质量新路？

通化市向新向深审视，打造新平台、激活新动能、强化新

支撑，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蝶变，从“起跑”到“并跑”再到“领

跑”的跨越之姿，令人振奋。

作为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重点扶持的创新企业，通化

安睿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致力于国家一类新药重组人白蛋白

注射液的产业化开发及规模化生产，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替代

传统人血提取白蛋白。

“重组人白蛋白技术填补了世界空白，对全球生物制药

技术都是一个突破。项目预计明年年初实现达产，预计年产

值可达40亿元。”在总投资30亿元的重组人白蛋白产业园项

目建设现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涛告诉记者，生物医药是

通化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这让企业发展信心倍

增。

近年来，通化市不断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要素汇聚、创

新能力提升、创新产品研发、创新成果落地，创新驱动走稳突

围之路。

以品种创新为抓手，实施“百项医药品种科技创新计划”，

先后推动复方丹蛭片等一批原有医药重点品种完成二次开

发；推动关黄母颗粒等一批创新产品落地投产，整体医药研发

实力跃升全省市州前列。

以平台创新为支撑，在全省率先成立医药产业高端智库，

建立张伯礼院士工作站、全国医药健康技术转移服务云平台、

医药健康产业大脑等科技研发和咨询机构，省级以上中试中

心、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达到38家，实施医药健康科技发展计

划项目385项。

以企业集群为引擎，国家级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45

户，医药科技小巨人企业发展到39户，省级以上医药企业技术

中心达到29家，修正、东宝、万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以成果创新为保障，创新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先后推送

30多家医药企业与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等科研院所

联合开展科技项目95项，推动30余项科技成果实现落地转

化。

创新驱动下，通化医药健康产业迎来“智造”时代，吸引了

更多域外企业到此投资兴业。

在总投资20亿元的安宇生物制品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

场，浙江嘉兴安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海权介绍：“应

用国际领先的基因生物技术，项目未来预计年产人用疫苗6至

8亿剂，年产动物疫苗3亿剂以上。”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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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化向新之举不止于此。

抢抓通化市纳入吉西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机遇，通化

市持续提升医药高新区和各类医药园区、开放平台的承载能

力，引入更多大品种、大项目、大企业。

加快MAH生产制造基地建设，在全省率先制定实施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生产制造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培育万通等7户企

业成为示范企业。

以加速排产、产能、配套、结算、人才和创新“六个回归”为

抓手，促进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市场链优化。2022年累

计回归经济规模达13亿元，引入行业紧缺型人才538人，累计

完成15个化药品种一致性评价。

立“新”方式发展，通化市一个个敢为人先的硬招接连出

台、一项项势如破竹的创新成果走向世界，换来一幅风生水

起、蹄疾步稳的新画卷。

向优而进：医药产业守正创新

通化是我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有“中国中药之乡”“中

国人参之乡”的美誉。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通化市将资源优

势转化为医药健康产业竞争力，推动道地中药材全产业链发

展。

人参，被誉为“百草之王”，而通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参

主要产区。

主动融入我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通化现已形成

集种植、加工、科研、销售、流通、品牌、文化“七位一体”的产业

集群。2022年，全市人参产业实现产值317.4亿元，总量始终

占据全省“半壁江山”。

数百亿级不凡成绩的背后，透视着通化人参“不在低端求

生存，只向高端寻突破”的高质量发展大视野。

坚持让人参产业走向上游，通化全面推进人参标准化种

植，造就出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主产区。

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集安市全力推行人参栽培标准化

统一管理，建设有机人参种植基地等，坚守绿色兴参理念。

着力精耕道地野山参，柳河云岭野山参保护区将人参种

回山林间，以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滋养长白山野山参生长。

“国参故里”集安市、“中国野山参之乡”柳河县、“国家人

参全产业链典型县”通化县……绿色兴参、坚守道地，全市累

计创建“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基地90个，数量居吉林省第一

位。

如今，随着医药健康农业持续发展，通化中药材产业基础

进一步夯实，除人参外，还拥有天麻、党参、贝母、五味子、红景

天等500余种野生药用植物。

品质基础撑起发展优势，通化不止悠悠药香，更有高端发

展“良方”。

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医药行业、化妆品领域内

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人参根、茎、叶、

花、果全部开发出国药准字号产品。

计划投资20亿元的快大人参产业园已形成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集群。目前，园区入驻商户716户，电商560户，每天发往

全国的快递1万多单。2022年园区实现交易额50亿元，今年

有望再创新高。

拓展思变，专注人参精深加工。通化市现有人参加工企

业450余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6户、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

业5户，全国A股上市人参题材3户企业全部坐落在通化，产品

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化妆品、生物制品5大系列、800多个

品种。以人参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国家人参产业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等相继落户

山城通化。

打造人参产业科研新高地，全市拥有吉林人参研究院等

科研机构7家，取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40多项。研发人参新

资源食品194种，通过SC食品质量体系认证130种。

探访山城通化，群山环抱间不仅有万木朝阳的优良生态

之景，还蕴藏着道地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所铸造的“金山银

山”。

向高而攀：“高地”之上再创“高峰”

让特色更特、亮点更亮、优势更优……

打造立足通化、带动吉林、辐射东北、影响全国的医药健

康名城，通化市出台《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冲刺

千亿级经营规模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全力打造具有通化特色

的“多业融合、多区协同、多点发力”的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新格

局。

——推动中药材种植标准化。加快构建中药材规范种植

体系，全面提升种植水平。围绕人参、天麻、五味子等中药材

大品种开展功效研究，加快道地药材应用。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新型合作模式，打造“通字号”人参品牌。

——推动中成药现代化。加快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壮

大现有中药大品种，实施现有中药优势品种技术提升。鼓励

医药龙头企业推动经典名方、院内制剂的开发与产业化。

——推动化学药集约化。发挥医药化工园区后发优势，

加快绿色智能化工园区建设。鼓励本地企业抢占市场先机，

加快推动现有化学药大品种提质增效，创新药产品研发和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

——推动生物药规模化。依托现有优势品种，建设丰富

的糖尿病治疗药物梯队，支持胰岛素系列产品优化提升和产

能释放，推动重组人白蛋白系列产品落地投产。发挥生物制

药龙头骨干企业力量，加速打造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集

聚区。

——推动健康食品精深化。深入挖掘长白山特色资源营

养保健价值，利用医药产业优势，推动健康食品研究开发，不

断提高规模化生产能力，拓宽健康食品市场。

——推动医疗器械和化妆品高端化。支持医药龙头企业

围绕核心主线产品，研发配套医疗器械。推动本地企业与高

校院所合作开展医疗器械产品研发与产业化。支持绿色化妆

品新成分、新活性和新机理研究，开展植物提取的绿色化妆品

新原料开发与产业化。

——推动医药商贸流通信息化。完善交通、仓储、网络设

施建设，支持企业建设全国性、区域性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

加快统筹、整合各类线下经营主体，建设道地药材及林下产品

交易中心。探索道地药材与互联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融合

发展模式，推动线上交易体系建设。

——推动医疗与康养融合化。坚持中医药产业与中医药

事业并举，提升综合性三甲医院服务水平。支持社会资本大

力发展中医养生、医美、健身、康养地产等服务业，构建集预防

保健、医疗服务、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料于一体的健康服务体

系。

目标既定，大道向前。纵观今日“中国医药城”通化，“千

亿级”医药健康名城正在崛起。

总投资20亿元的安宇生物制品生产基地项目

建设现场。 王姝月 摄

通化市东昌区人民医院异地新建项目建设现场。庄新岩 摄

↑ 中 国 快

大人参交易市

场。

王姝月 摄

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吉林双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新

心损三项联合检测试剂”实现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

的“变现”之路。王洪伟 摄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本报记者 李铭 摄

← 柳 河 云

岭野山参保护

区。

张希晨 摄

写在前面：
这是通化市一张映射高质量发展成色的“名

片”：
“中国医药城”资源汇聚、创新驱动、产业高

端，“中国中药之乡”“中国人参之乡”坚守道地、
传承古今、声名远扬；

国家火炬计划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生物产业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医药
产业示范基地，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入围第一批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多年来，通化市持续推进“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积极构建我省医药健康产业“千亿级
制造核心”，一大批医药生产企业和医药知名产
品集群集聚，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2
年，全市医药健康工业实现产值229.3亿元、医药
健康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76亿元。

擎起吉林“医药强省”崛起梦，通化以何为依
托“更上一层楼”？

通化市委书记孙简话语铿锵：“以集群态势
赋能发展，以强医战略制胜未来，奋力谱写‘中国
医药城’建设的全新篇章。”

三年奋斗，为梦而战。6 月30 日，通化市召
开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暨冲刺千亿级经营
规模三年行动誓师大会，动员组织全市力量向医
药健康产业千亿级经营规模冲刺，加快推动医药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争先之姿，令人赞叹。

以医药冠名的国家级高新区——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冲刺“千亿级”勇攀新高峰
—— 看 通 化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势

本报记者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