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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教师生活区A区一期
总平面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调整听证公告

福建省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向我局申请核发福州地区大学新校
区教师生活区 A 区一期《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根据建设单位报送
的规划审批材料，需对原福州地区
大学新校区教师生活区A区一期总
平面规划及建筑设计方案进行调
整。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自然资源听证规定》等
有关规定召开听证会，现将听证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听证事项：福州地区大学新
校区教师生活区A区一期总平面规
划及建筑设计方案调整。

二、听证时间
2023年 12月 21日上午 9:30
三、听证地点
闽侯县甘蔗街道滨城大道 73

号 滨 江 商 务 中 心 C 座 6 层 会 议
室。

四、听证参加人及产生途径
1. 听证会主持人黄钦平，闽侯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听证会记录员黄泽露，闽侯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
2.听证会代表
（1）业主代表：业主代表应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
请参加听证会的业主代表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 5 日内，携带本人书面参
加听证申请书（注: 听证申请书中
须注明听证申请人的联系电话、联
系地址）、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房屋
买卖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利害关
系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前往本机关六楼办公室递交听
证申请。我局将根据业主的申请情
况选定业主代表。

（2）建设单位：福建省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3）公众代表：我局拟邀请与福
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教师生活区A区
一期项目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学者、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工作人员

等担任公众代表。
五、参加听证会须知
1.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对本次听证的必要
性、可行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
提出意见和建议。

2.听证参加人应当遵守听证会
会场秩序，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
实施其他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

3.听证参加人发言、陈述、质证
和辩论，须经听证主持人许可。

4. 听证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
证，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
听证内容的意见和建议。

5.听证会上提供的材料仅供听
证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会后收回。

联系人：黄泽露，联系电话：
22981316。

特此公告

闽侯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1月16日

侯自然公告〔2023〕16号

公示（九星公馆）
福建九洲之星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在仓山区江边洲路南侧、雁头路
北侧建设的“九星公馆”现已建成，
建设单位向我局申报规划条件核实
与土地核验。

该项目已完成红线内管线施
工，因地块周边尚在建设，暂不具备
供水、排水、天然气、电力、电信、有
线管线市政接驳条件，建设单位提
出临时供给方式已与供水、雨水、燃
气、电信、有线运营主管部门确认。

现建设单位申请对该项目按现
状通过核验，具体详见现场平面图。

依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有关规定，
现将该项目进行公示，征求利害关

系人意见。公示时间为2023年11月
22日至12月1日。

在公示期限内，利害关系人若
有意见，可来电或来信向我局审批
处反映（联系电话：83825582）。利害
关系人如要求听证，应在公示期限
内书面向我局法规处提出申请（联
系电话：83310951）。福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办公地点：仓山区南江
滨西大道 193号东部办公区 4号楼 5
层，邮编：350026。福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审批处办公地点：台江区
高桥路 69号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5
楼。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1月21日

小到一枚药片，大到影像设
备、放疗设备，医药工业的发展关
系千行百业、每个家庭。

近年来，我国医药工业发展驶
入“快车道”。看产业，全行业研发
投入逐年提高，创新产品不断涌
现；看企业，龙头企业规模壮大，专
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

11月 17日至 19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主办的 2023
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在北京举
行，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把脉我国
医药工业发展新态势。

点上看突破
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神经外科手术导航机器人可
以辅助在颅内开展微创手术；腔镜
手术机器人能够提高手术精细化
水平，减小对患者的创伤；体外诊
断技术的突破，有助于一系列重大
疾病的早筛……从高端医疗器械
到诊断技术、生物制药，会上，业内
专家、企业代表分享了行业最新创
新成果，展现出我国医药工业不断
突破的历程。

医药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经
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强化科技创

新，提升供给能力和水平至关重
要。

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推动医
药工业发展。聚焦高端化学药、创
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加强
应用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引领性科
技攻关。

心肌肌钙蛋白是心梗诊断的
重要标志物，对心肌梗死和损伤的
早期快速诊断很重要。11 月 17
日，迈瑞医疗发布心标试剂产品，
通过检测模式和抗体组合等创新，
应用于心血管病的诊疗。

“迈瑞每年坚持把销售收入的
10%投入研发，在全国设立 7个研
发中心，不断针对临床需求进行技
术开发、产业设计和改造。”深圳迈
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区总经理赵宇翔在会上表示。

“我国自主研发的多个药品品
种、创新水平、临床上的重要性得
到国际认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凯先在会上说，我国药物研究和产
业发展正进入新阶段。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
“十四五”以来，全行业研发投入年
均增长超 20%。我国在研新药数
量跃居全球第二位。

“我国医药工业加快创新发
展，整体水平正不断跃上新台阶。”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说。

链上看韧性
加快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

联动产学研用，是医药工业产
业链的显著特点。

从需求端，牢牢抓住临床实
践，推动医药产品改进和提升。

通用技术中国医药健康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慧冬说，对
医药行业而言，创新源头来自临床
需求，研发创新的产品转化之后也
需要依托医疗机构提供广大场景。

从临床中发现问题，再到把解
决方案用到临床，“全链条”融合不
断推动产业技术孵化、产品应用。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会上
说，北医三院将临床实际与企业研
发结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这对
于实现精准诊断很有意义。

从供给端，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模式逐步形成。

“多年来，我的一个切身体会
就是要和上下游伙伴协同发展，大
家一起走，行业进步的步伐就会更
快。”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在会上

说，PET-CT等高端影像产品不断
推向市场，既有企业对创新的坚
持，也得益于产业链协同发展。“未
来还要在打造产业集群、建设生态
体系方面继续发挥龙头企业作
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
业超过 1万家，医药工业一批龙头
企业规模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快速
成长。

“鼓励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
级医药研发平台建设”“更好推动
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需有效衔接、协
调运转，打造一批高质量医药先进
制造业集群”……会上，来自多个
部门的负责人为产业链协同发展
出谋划策。

“下一步，将深化大中小企业
融通创新，积极引导医药产业合理
布局，打造一批创新高地和高水平
产业集聚区。”金壮龙说。

面上看潜力
抓住数字升级机遇

基于算法、模型，诊断设备精
细度不断提升；借力智能制造，医
药生产加快提质增效……与会嘉

宾普遍认为，把握数字技术，加快
“智改数转”，将不断开拓产业发展
空间。

在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借助 5G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
中药固体制剂实现智能化生产。

“智能制造对中药精细化生产和全
过程质量追溯等十分重要。”江苏
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肖
伟在会上说，企业将探索构建中药
智能制造的流程系统。

“高端医疗装备行业的未来一
定是与新科技高度融合，重要的趋
势之一是智能化。”薛敏认为，企业
要抓住数字化在医疗流程、生产制
造各环节带来的深刻变化，提前布
局材料、零部件等创新，把握主动
权。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
司司长何亚琼表示，下一步将从创
新驱动、强链补链、转型升级、产业
协同等四方面推动医药工业发展，
打造跨领域、大协作、快速迭代的
医药产业链协同创新制造平台，培
育“互联网+医药”新生态，推进医
疗装备与 5G、人工智能等融合发
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三个维度看医药工业发展新态势
——2023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王悦阳

心梗起病急、危害大。临床数
据显示，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梗的
患者约 100万人，45岁以下心梗发
病率上升。

11 月 20 日是中国心梗救治
日。业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心梗急救正进一步畅通“快车道”，
提升救治效果，持续将“健康中国
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落到实处。

抓住“黄金120分钟”
急性心梗是冠状动脉急性、持

续性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为
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近
日联合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提出，要实施危
险因素控制，降低发病和死亡风
险，同时完善急救体系，提高规范
化、同质化诊疗水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院长王拥军说，心脑血管疾病
是急性发作的慢性病，在发作早
期，生命救治和时间密切相关。公
众要能够早期识别症状，遇到难以
忍受的胸痛时要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
心血管病医学部主任陈韵岱介绍，

在急性心梗发作前的数小时，患者
可能出现如下症状：颈部、嗓子难
受，堵塞感，常伴有大汗症状；上肢
和左肩痛、持续后背或上腹痛、牙
痛或下颌痛，这些可能是心脏缺血
导致的疼痛放射，并多伴有大汗。

专家提出抓住“黄金 120 分
钟”：抢救心梗患者，要构建从发病
到救治的全程绿色通道，让患者在
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内得到抢救。

公共场所加强AED配备
在河南郑州，中国心梗救治日

志愿服务活动中，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社区，现场
演示了徒手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
颤器（AED）操作流程。

突发心梗如何自救？专家建
议，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准
确位置。患者保持平卧，如随身携
带急救用药，应立即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 1片，有条件者可口服阿司匹
林。若患者出现意识丧失，需尽快
进行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等抢救措

施，并根据情况借助自动体外除颤
器抢救。

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一种便携、
易操作的心脏急救设备。国家卫
生健康委此前印发《公共场所自动
体外除颤器配置指南（试行）》，对
其配置进行了详细规定。

根据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我国还将加强急救知识
与技能普及，积极推动应急救护培
训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
业、进机关、进家庭。同时，加强公
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
施设备配备。

胸痛救治基本网络形成
抢救心梗患者，关键还要打通

医院内外多个环节。
针对部分心梗患者就诊延迟、

基层转运延迟、治疗流程延迟等问
题，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印发相
关文件，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鼓
励指导本辖区医疗机构做好胸痛中
心建设和管理工作，提升救治效率。

坐落于西沙群岛的三沙市人
民医院，2022 年开始建设胸痛中
心。同年11月，当地一名男子突发
心梗，通过急救绿色通道，经救援
直升机转运，到达具备救治条件且
距离最近的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
院，顺利完成手术。

据统计，目前全国胸痛中心注
册数量超5600家，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的平均救治时间由2012年的115
分钟，缩短到 2020年的 75分钟，初
步形成了全国急性胸痛救治基本
网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以危急重症为重点，
创新急诊急救服务，近年来推动各
地在地级市和县的区域内，符合条
件的医疗机构建立胸痛中心、卒中
中心等。

根据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实施方案，有条件的地方未来还将
通过建立胸痛“急救地图”，切实提
高救治效率。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11月20日，参观者在2023中
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创新成
果展上参观。

当日，2023中国5G+工业互
联网大会在武汉开幕。大会以

“数实融合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为主题，举办1场开幕式、2场
专题会议、近20场平行会议和多
场特色活动，并设立 2023 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创新成果
展，集中展示最新创新成果。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记者 王聿昊）记者 20日从民航
局获悉，包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标
准和建议措施的《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附件 10最新修订版日前正式
生效，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正式加入
国际民航组织标准，成为全球民航
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据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民航局于

2010年在国际民航组织第37届大
会上正式提交了北斗系统加入国
际民航组织标准的申请，并与中国
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共同组
织相关产学研用单位，系统推进相
关工作。经过国际民航组织技术
专家组审查、空中航行委员会审查
及理事会审议，最终成功推动北斗
系统标准和建议措施加入国际民
航组织标准。

北斗系统今后可在全球民航通用

最高检挂牌督办山西
永聚煤矿火灾事故案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11月 16日，
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永聚煤矿联建楼发生重
大火灾事故，已致26人死亡，住院治疗34人，
门诊留观 4人。目前，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
局已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侦查，现该案正在
侦查中。山西省检察机关应邀参与此次事故
调查。

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安全生产刑事犯
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检对山
西永聚煤矿火灾事故案挂牌督办，要求山西
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协同公
安机关及有关部门，准确查明各方责任，夯实
案件证据基础，依法惩处相关犯罪，维护被害
人合法权益；同时，强化溯源治理，助推安全
生产风险防范和综合治理。

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大对危害生产安全刑
事犯罪打击力度，以落实最高检“八号检察建
议”为抓手，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和改进安
全生产监管工作，抓早抓小抓苗头、抓制度规
范落实、防患于未然，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研究人员摸清枸杞“家底”
据新华社兰州11月20日电（记者 张文

静 王铭禹）中国科学院西北特色植物资源化
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邸多隆研究员团队经过多
年研究，揭示了枸杞化学物质基础，为枸杞质
量评价、作用机制等提供了化学基础，突破了
枸杞等西北特色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精准分
离、高效制备关键共性技术。目前，他们正在
和企业携手推动枸杞高值化产品的成果转
化。

邸多隆介绍，我国枸杞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居世界第一。团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释
药用植物机理，比如，在摸清枸杞化学成分等
基础上，通过提取枸杞活性成分并做到精准
分离，为开发机理明确、功能定向的大健康产
品提供理论支撑。

记者了解到，研究团队连续两年在我国
5个省区 23个枸杞种植基地采集了 212批样
品，通过对样品的研究和分析，首次提出了多
维品质评价新模式，为枸杞品质评价和产区
甄别提供了科学依据；构建了枸杞质量评价
模式识别技术体系，为枸杞质量评价、道地性
识别和质量溯源提供了可靠方法。

大风寒潮预警齐发

中国气象局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中央气象台20
日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中国气
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寒潮）三级应急响
应。

受寒潮影响，11月 20日夜间至 24日，我
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
6℃至 10℃，其中，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西
部和北部、黄淮东部等地降温12℃至16℃，内
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降
温幅度可超过 16℃，大风降温主要时段为 22
日至24日。

寒潮影响后，最低气温0℃线将位于苏皖
中北部至河南中南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
等地，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大部最低气温
将降至-20℃以下，局地可达-30℃以下。

此次过程中，我国北方多地将有4至6级
偏北风，阵风 7至 8级，局地 9级。23日至 25
日，我国东部和南部海区也将先后出现 6至 8
级大风，阵风9至10级。

雨雪方面，21日至 23日，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大部将有雨雪天气。其中，内蒙古
东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长白山区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累计降
雪量将有 8 至 20 毫米，局地可达 20 至 30 毫
米，新增积雪深度 6 至 15 厘米，局地可达 20
厘米左右；吉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局地
有冻雨。

心梗急救如何畅通“快车道”
——来自中国心梗救治日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