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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0家深圳企业落户翠亨新区
翠亨新区产业发展局局长裴靖透露，

翠亨新区在深中一体化打出“组合拳”，在
融合互通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加快提升能
级，并多维发力抓住高速发展的“窗口
期”，努力在深中通道通车前就“抢跑”，
在产业协同、规划布局等方面与深圳的融
合，目前已有超过 30家深圳企业落户翠
亨新区。

在聚焦产业规划方面，翠亨新区全面
对接深圳产业资源。根据国家“双区”战略
部署和省市对新区功能定位的要求，翠亨
新区启动了《翠亨新区总体发展规划》修
编工作，全方位对标深圳“20+8”产业，聘
请了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智库，规划布

局健康医药、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
业及若干未来产业“4+X”产业体系，主动
参与深圳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裴靖表示，翠亨新区在深化与深圳宝
安区产业协同共同体建设，聚焦产业协
作、交通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规划
协同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造与深圳融
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与深圳打造同城化的高品质社区
翠亨新区在聚焦产业导入方面实现

了深中携手招大商招好商。其中，首次深
中联手面向全球全国开展产业链招商，吸
引超 166家企业、机构参加。建立深中常

态化联合招商机制，充分发挥两地资源和
产业比较优势，建立招商工作共商、招商
信息共享、招商项目共推、招商活动共办、
重大项目共促、项目收益共享、招商队伍
共建等合作共享机制，引导深圳龙头企
业、链主企业及上下游关联企业就近布
局，累计投资额超 430亿元。

裴靖表示，翠亨新区还聚焦产业服
务，打造深中无差别营商环境。一方面积
极申报省级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高标
准打造全省标杆型政务服务大厅，健全

“跨城通办”“湾区通办”运行机制，设置
“深中通办”窗口、自助服务终端，实现与
深圳宝安区、龙华区 303项政务服务事项

“跨城通办”，与广州南沙164项事项通办，
与珠海高新区、金湾区288项事项通办，与
惠州仲恺221项事项通办，探索打造新区、
前海、宝安、南山四地政务协作发展共同
体。另一方面，建立全省首个地级市国际
人才港，与深圳前海国际人才港同步投入
运营，一站式提供人才服务。

■“深圳+中山”模式为产业提
供“造血”功能

记者了解到，为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
撑，今年 10月，翠亨新区还参与推动粤科
翠亨创投联合体基金签约落地。该基金计
划总规模 50亿元，将重点投向翠亨新区

“4+X”重点产业，有望为新区产业尤其是
规上工业提供更多支撑。

在对标深圳，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方面，翠亨新区于 9月 26日正式启用了中
山生命科学园，吸引来自深圳的企业金准
生物入驻中山生命科学园，在中山开辟新
生产基地。

目前中山生命科学园在谈项目超过
200个，其中超七成落户和在谈项目就来
自深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翠亨新区赴
深招商 19次，落地傲雷等优质深企 10多
个，累计成功举办招商引资推介活动9场，
成功落地中国黄金、傲雷、粤浦大健康、新
益昌、新盛世、新领医药和领存科技等一
批优质项目28个。

“深圳总部+中山制造”“深圳研发+中
山转化”“深圳链主+中山配套”……翠亨
新区正迎来一场跨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产
业链变革，为翠亨新区产业提供全新的

“造血”功能。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林艳
青）12月6日，中山国家健康基地园区企业
中山恒动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动生物”）与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艾博生物”）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充
分发挥各自技术优势，开展激动型抗体与
mRNA肿瘤治疗性疫苗联合应用研发。这
是此前一周，国家健康基地集团与万鸿盛
集团签署项目落地协议之后的又一成果。

激动型抗体是增强免疫细胞功能，促
进肿瘤杀伤的主要方法。激动型抗体药
物，是免疫治疗的主要技术路线之一，与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细胞治疗相辅相成。
恒动生物于2021年入驻健康基地，专注于
激动型抗体重链恒定区的创新改造、致力
于激动型抗体的创新药研发。据该公司首
席科学家李福彬教授介绍，目前全球范围
内未有抗肿瘤激动型抗体获批上市，恒动
生物 CS01 有望实现同类首个 (first- in-
class,FIC)药品上市的突破。

健康医药产业作为火炬开发区的三大
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已具备良好的科研实
力、产业基础、市场环境和发展条件。健康
基地正瞄准创新药、精准诊断、细胞干细胞

以及基因治疗等生物医药前沿技术领域、
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助力火炬开发区、中山
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健康医药产业升级。

良好的产业基础，吸引高端项目相继
落地。此前签约的万鸿盛集团项目为康复
辅具细分领域的领先企业投资，将助力健
康基地园区医疗器械产业链强链补链。此
次签约，万鸿盛集团在健康基地园区租赁
厂房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用于研发生产
智能全自动护理清洗床、老年电动代步
车、手动电动轮椅助行车等产品，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可超 10亿元。万鸿盛集团于

2007年在深圳成立，核心业务包括医疗康
养及高端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及生产。万
鸿盛集团计划将深圳总部及关联子公司
全部搬迁至中山并谋划资本上市。

近年来，随着一批高端项目的入驻，
中山国家健康基地金字招牌越来越具影
响力。上月底，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
布了《2023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
评价及分析报告》，以及 2022年国家生物
医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前50强榜单，其
中，中山火炬高新区位列第 37名，排名较
2021年提升7名。

多个高端项目相继签约 中山国家健康基地加快产业升级

翠亨新区借力深中一体化，在深中通道通车前“抢跑”

随着深中通道主线全线贯通和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政策红利的释放，翠亨新区的发展步伐再提速。记者12月7日

从翠亨新区获悉，今年1-10月，翠亨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高出全市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同时，这也是翠亨新区规上工业增加

值连续4个月增速上升。

■神湾镇禾虫同比增产66.6%
位于中山市南部的神湾镇，山多泉

密、滩涂星布、水草丰茂、稻田连片。每逢
农历初一、十五，天文大潮沿西江上溯，在
潮水一涨一退之间，大自然的神奇赐予神
湾地区一种特殊的生物——禾虫。作为中
山独特的美食，神湾禾虫不仅受到中山市
民喜爱，也受到不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

的青睐，一到禾虫成熟季，就有许多食客
特地“寻味”而来。

对于神湾的禾虫产业而言，今年是一
个丰收年。“以往，神湾禾虫最晚的收获期
在农历十月十六日左右，但今年延长到农
历十一月十五，且产量大增。”陈少华介
绍，神湾全镇拥有禾虫滩涂近 4000亩，禾
虫产量从去年的 36吨，预计增加到 60吨，

增产 66.6%。神湾禾虫是该镇农民增收的
主要产业之一，今年以来，神湾镇政府全
力管好、护好，禾虫生息、繁衍的滩涂，为
禾虫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此外，
记者了解到，今年鱼稻共作、鸭稻共作、禾
虫稻等种养模式也进一步扩大，而禾虫稻
对环境要求极高，只能依靠物理防控、生
物防控的绿色防控措施，保护禾虫的正常
生长。例如，发酵畜禽粪便还田作基肥等。
中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这样的治理，中山的土壤环境变得更加优
良，水环境得到改善，禾虫的收获期也因
此得到延长。

■全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禾虫生长，要求水咸淡适宜；白天要

晒太阳；泥巴的松软度要适宜；水质要干
净。哪一条不达标，禾虫就无法生长，或者
直接自爆。“能养殖禾虫的地方，代表着这
里的生态环境足够好。”中山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走访调查发现，今
年以来，全市除了禾虫生长范围由神湾逐
步扩展到南朗街道外，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珠江口生态环境指示动物中华白海
豚，在中山水域活动得也更加频繁。

近年来，随着中山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加强，多项生态环境指示生物在中山频繁
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山凯茵新城一
水域发现了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
水母。桃花水母的生活史为无性生殖与有
性生殖世代交替而成，螅状体（水母的“童
年”）对环境要求极低，而一旦分离出水母
则对环境和水质要求很高。因此桃花水母
也能看作是生物界的“水质鉴定器”，它们
只有在水质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才会化
身成为水母状态出现，这也侧面反映了中
山水质环境持续向好。

近年来，中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
署，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快马加鞭开展
治水“大兵团”作战，统筹推进科学治水、源
头治水、系统治水、流域治水，坚持未达标
水体整治工程、农污工程、小区雨污分流、
鱼塘尾水治理工程、城市面源污染、工业厂
网改造“六污同治”，实现全市河涌水质稳
步提升。同时把水污染治理和绿美中山生
态建设结合起来，持续深入开展“千企万民
齐种树”“万棵榕树进乡村”“见缝插绿、拆
违建绿”等活动，织密织牢“绿美生态网”，
使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

禾虫丰收背后的“水文章”

微风拂过，红树林沙沙作响。在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处，鱼虾鸟类在浅吟

低唱，眼下又到了吃禾虫的季节。“今年神湾镇的禾虫产量，预计比去年增产

了66.6%，将达到60吨。而且，今年禾虫的收获期比去年延长了一个月，预计

能收到农历十一月十五！”近日，神湾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少华欣喜地

告诉记者。

禾虫又被称为“水中软黄金”，依靠天然繁殖产出，生长和成熟受到天

气、潮汐和水质影响，水质稍有轻微污染就不能生存。因此，禾虫一直被视为

水环境“风向标”。中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除了神湾禾虫产

量增加、收获期延长、生长范围逐步扩大之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珠江口生

态环境指示动物中华白海豚，在中山水域活动得更加频繁，再次证明着中山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王帆 陈雪琴

“深圳+中山”模式为产业升级“造血”

本报记者 何腾江 王云 通讯员 梁智昌

由于中山水环境持续向好，今年神湾禾虫收获期延长，预估产量达60吨，同比增产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