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城市读本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编辑：林炜 设计：徐霖海 校对：刘子纯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晨报记者钟宝坤

研发创新药可获千万大奖、

首次产业化的创新药最高可获

1000万元奖励……厦门市正加

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

记者获悉，厦门市科技局日

前印发《厦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针对创新产品研发、创新

产品产业化、创新产品国际化、

推进科技成果对接转化、培育新

业态新模式、加强临床资源供

给、强化产业人才支撑等方面出

台具体措施。实施细则自印发

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月31日。

重金奖励创新产品研发

实施细则针对创新产品研发

给予奖励支持，主要包括创新药

研发、改良型新药研发、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等三类。

在创新药研发奖励方面，对

在本市转化的创新药（1类生物

制品、化学药和中药及天然药

物），完成临床前研究、或Ⅰ、Ⅱ、

Ⅲ期临床试验、或完成境外临床

研究的，按照研发投入最高不超

过40%的标准，分别给予各阶段

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1000 万

元、2000万元、3000万元、300万

元的奖励。

在改良型新药研发奖励方

面，对在本市转化的改良型新药

（2类生物制品、化学药、中药及天

然药物），以及古代经典名方中药

复方制剂（仅就临床前研究），完

成临床前研究，或Ⅰ、Ⅱ、Ⅲ期临

床试验，或完成境外临床研究的，

按照研发投入最高不超过20%的

标准，分别给予各阶段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300万元、800万元、

1500万元、200万元的奖励。单

个企业享受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

研发奖励支持额度每年最高不超

过1亿元。

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励方

面，对国内首家通过、前三个通过

和通过（含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分别

按最高不超过评价成本的40%、

30%和20%的标准给予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单个

企业每年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

支持创新产品产业化

除了支持创新产品研发外，

实施细则还支持创新产品的产

业化，助力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

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或药品补

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首次产业化

的创新药（含1类生物制品、化学

药、中药）、改良型新药（含2类生

物制品、化学药、中药）、仿制药

（含3类生物制品、3类及4类化

学药），按照类别每个品种分别给

予10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

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支持额度最

高不超过3000万元。

取得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书，首次产业化的医疗

器械（限非零部件类医疗仪器设

备及器械），按照类别每个品种分

别给予40万元、100万元奖励，单

个企业支持额度每年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

审查程序获得产品注册证，首次

实现产业化的三类医疗器械，每

个品种给予200万元奖励。其中

研发投入超过1500万元的创新

医疗器械可申请重大项目评审，

通过评审的项目，每个品种给予

最高不超过600万元奖励。

此外，取得注册证书，首次实

现产业化的保健食品、特殊化妆

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每

个品种分别给予60万元一次性

奖励。

支持创新产品国际化

实施细则积极鼓励支持厦门

生物医药企业走出去，并给予一

定奖励。具体包括：首次取得境

外ICH成员国注册批件或通过世

界卫生组织预认证（WHOPQ）的

创新药、改良型新药，按照类别每

个品种分别给予300万元、150

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每年

最高不超过600万元；首次取得

欧盟、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

亚、巴西、俄罗斯国际注册或国际

认证的医疗器械，对应国内第二

类、第三类的医疗器械单个注册

单元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元一

次性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

超过500万元。

积极支持培育新业态新模

式。对本市新增建设的生物医药

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生产

机构（CMO）、合同研发生产机构

（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按照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40%的

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补助。

对生物医药产业高端人才进

行支持。对生物医药企业近3年

引进的研发、生产及管理人才，经

评审，择优分三层次分别给予80

万元、50万元、30万元补贴，按

40%、30%、30%的比例分3年发

放，人才补贴50%用于改善人才

生活条件，50%用于支持人才开

展创新项目工作或改善工作条

件。同一企业年度补贴总额不超

过200万元。

晨报讯（记者 雷妤 通讯员

张磊）昨日下午，随着飞机引擎的

轰 鸣 ，从 厦 门 飞 往 大 连 的

MF8079次航班腾空而起，标志

着厦门机场T3航站楼新增候机

区（T3航站楼国内候机区延伸

段）正式启用。

T3航站楼新增候机区位于

厦门机场T3航站楼西侧，该区域

从建设之初至今已历经多次改

造，曾为T2航站楼、红点设计博

物馆，新冠疫情期间被改造为厦

门机场第二国际（地区）入境通

道。经过本次改造，T3航站楼新

增候机区使用面积约2600平方

米，增设4个远机位登机口、552

个旅客座椅、92处充电口、1处儿

童娱乐区及拍照打卡点等服务设

施。区域内设计装修风格以“工

业风”为主，保留了中国民航第一

代飞机造型，并融入闽南特色古

厝等元素。

“在当前市场环境逐渐向好、

国内外航班全面复苏的背景下，

厦门机场进出港旅客数量有所增

加，新增的候机区可以大大缓解

现有国内候机区的拥挤度。”厦门

空港候机楼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

洪祥彬介绍。据了解，候机区启

用前，T3远机位登机口高峰小时

保障能力为8架次，同时段保障

1200人；新候机区启用后，高峰

小时保障能力可达到12架次，同

时段可保障1900人，日均可接待

保障4000名国内出港旅客。届

时，厦航、南航、河北航、江西航、

重庆航的国内出港航班旅客将有

望在此处登机。

此外，今年以来，厦门机场陆

续推出一些便民举措，比如在便

利中转旅客方面，今年5月1日

起实行航站楼公共区域24小时

开放措施，并升级T3航站楼旅客

免费过夜休息室，将原来的28座

躺椅、座椅增加到60座。元翔厦

门空港还将T3、T4航站楼间的

免费摆渡车停运时间由原来的

22:10 延后至次日 00:10，极大

地方便了来厦中转与夜间出行的

旅客。而在惠及外籍旅客方面，

厦门机场与三大通信运营商合

作，在T3航站楼内加开了个人通

信服务体验办卡区与货币兑换

点，同时联合商业门店，全面实现

了航站楼购物外币支付，为旅客

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消费支付方

式。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通讯
员齐铭）为进一步增强农村地区

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厦门交警结

合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

整治行动，持续开展“美丽乡村

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8

月27日晚，2024年厦门“美丽乡

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在

同安区梧侣文体活动中心举办。

答嘴鼓、手指操……活动现

场，精彩表演轮番登场，将交通

安全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地域文化巧妙融合，赢得

观众阵阵掌声。伦敦奥运会举

重冠军林清峰更是作为厦门交

通安全宣传大使出席活动并作

出文明安全出行倡议。

据了解，厦门已制定实施

《农村道路交通管理勤务工作方

案》，建立农村地区交通管理新

机制。通过建立“数字警务室+

网格勤务队”等机制，辖区派出

所、交警部门通力合作，农村地

区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厦门市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出炉

研发创新药 可获千万大奖

T3航站楼候机区扩大

奥运冠军宣讲交通安全该区域有4个远机位登机口、552个旅客座椅。记者陈理杰摄

晨报讯（记者 白斌斌 通讯
员 康力）昨日上午，交通运输部

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简称“东

二飞”）接到任务，厦门东南110

海里处某渔船上一渔民腿部被

缆绳打伤，亟待救助直升机救援

送医。“B-7346”机组迅速做好

出动准备，8点38分驾机从厦门

高崎机场起飞，奔赴事发海域。

9点43分，搜救机长黄智斌

带领机组到达现场，精准找到遇

险渔船并开始作业。救生员黄

顺泰利用钢索下降到渔船甲板，

发现受伤渔民小腿部呈开放性

骨折，血流不止，伤势严重。救

生员立即对伤者进行止血、固

定、包扎处理，利用救援担架将

伤者安全吊运至机舱。

11时2分，机组驾机抵达厦

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将伤员交

由医务人员救治。医院表示，东

二飞救援人员对伤员快速及时

的处理和保护，提高了伤员保肢

几率，他们正全力抢救伤员。

记者了解到，8月16日开渔

以来，东二飞成功执行6起涉渔

救助，包含渔民落水、船上作业

受伤和人员突发疾病等类型。

从天而降 救助受伤渔民
开渔以来，东二飞成功执行6起涉渔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