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传播更及时 / 新闻内容更生动 / 新闻受众更广泛

立媒
科经

周刊科技改变世界 创新引领未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4-0009 邮发代号 21-17 总第 7908 期 今日 版
新闻热线

星期五

20
农历乙巳年
五月廿五

2025 年 6 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0004000004 广告/发行热线： 4060425 邮箱：sxkjb@163.com 邮编：030002 发行方式:邮局 发行单位：山西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全年定价：380 元 头版责编：李恒灵

主管：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主办：山西科技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山西科技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单位地址：太原市新建路 18 号 印刷厂：太原日报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唐槐路 80 号） 总编辑：王而平

本刊邮发代投号 21-1016

本报讯 近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庭芳对《山西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
改革 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起草背景
作了介绍，对《若干措施》的主要内容作了解
读。

就《若干措施》的起草背景，李庭芳介
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药品安
全责任体系、健全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
展机制、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等改革
举措。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药
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 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 对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
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安排
部署。 省委、省政府把现代医药产业列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强化政策引领推动，全省医
药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近年来，全
省药品监管部门坚持以“四个最严”要求为
根本遵循，不断强化高效能监管，保障高水
平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全省药品安全形
势持续保持稳中向好。《若干措施》立足药品
医疗器械治病救人的特质属性，紧扣医药产
业发展的时代脉搏，总结梳理我省近年来有
关政策成效，深入调研需求，广泛听取意见，
组织部门会商，着力通过深化改革适应产业
创新的迫切需要。

就《若干措施》的主要内容，李庭芳作了
如下解读：《若干措施》 共提出 5 个方面 28
项具体措施。一是支持药品医疗器械研发创
新。 提出了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药
物研发向临床前研究转化、鼓励创新药械研
发和产业化、推动中医药守正创新、强化标
准引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6 项具体措

施。 二是提高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质效。
包括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加快临床急需药品
医疗器械审批上市、 优化临床试验审评审
批、提高审评审批服务效能、优化注册检验、
加快罕见病用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深入
推进国际通用监管规则转化实施等 7 项具
体措施。三是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 提出
了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成果应用、加快创新药
品医疗器械入院使用、加大医保支付、优化
进出口支持等 4项具体措施。四是以高效严
格监管提升医药行业合规水平。强调要严格
履行监管职责，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以高水
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提出推进生物制品
批签发授权、促进仿制药质量提升、推动医
药企业数智化转型、 提高监督检查效率、强
化药物警戒、强化药品流通政策支持、加强
医药流通新业态监管等 7项具体措施。五是
构建与产业发展和安全需要相适应的监管

体系。 提出了健全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加强
监管能力建设、强化监管科学研究、推进监
管信息化建设等 4项具体措施。

在回答“《若干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有哪
些总体考虑”的记者问时，李庭芳表示，考虑
之一是自我加压，进一步深化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 考虑之二是严格监管，进一步提升医
药产业合规水平。 考虑之三是部门协同，进
一步汇聚促进高质量发展合力。

李庭芳表示，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按照“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
展、惠民生”工作思路，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
革，全周期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全链条支持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提升药品监管
能力，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我省深化药品医疗
器械监管改革释放的红利，为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药监力量。 （张丽）

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庭芳

解读《山西省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
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试行）》主要内容

一场汇聚多元智慧和激发深度思考的学术盛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与最新实践”学术会议综述

6 月 14 日上午，由山西大学主办，山
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平洋学
报》 编辑部和山西地方外事智库承办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与最新
实践”学术会议暨青年学者研习班在大同
开幕。

在主旨演讲环节， 多位专家学者发表
了深刻见解。

杨洁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视
域下的大国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重构”
为题，强调大国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
中的关键作用；徐步围绕“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机遇、挑战及路径”展开
论述，为理解该理念的时代意义提供了
全面视角；黄仁伟聚焦“‘一带一路’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入剖析了二者

相辅相成的关系；傅梦孜以“海洋命运
共同体：理念张力与未来”为题，提出应
对海洋挑战、加强海洋治理，推动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是重要课题。 各位专家
的发言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问题，为该理念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提供了丰富的思
路和启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底蕴与
最新实践” 学术会议的三场分论坛汇聚众
多专家学者与青年才俊， 围绕不同主题展
开深入研讨，现将各分论坛内容综述如下：

分论坛一： 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
探寻构建根基。本场分论坛分两阶段进行，
分别由《国际安全研究》主编、编审谭秀英
与山西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刘华主持。 众

多知名学者参与发言， 从不同角度剖析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脉络与理论逻
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
究院教授、 院长吴志成指出三大全球倡议
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三大支
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文木提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
体思想”与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一脉相
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
究院教授、主任张振江通过对比郑和下西
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指出中华民族骨
子里带有和平基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须隆强调全球文明倡
议的重要战略地位。 （下转 05版）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青年职工法治
意识，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近日，北京天驰
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贾丁莹、王培霞律
师应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高
铁工务段邀请，在“‘火炬’关爱青年公益法
律宣讲会”专题普法讲座。

贾丁莹律师聚焦“危险驾驶罪”，为现
场青年职工带来深入浅出的酒驾法律风
险剖析。她系统梳理了危险驾驶罪的刑法
规定及酒驾立案标准，并重点阐释了酒驾
从重处罚的 15 种法定情形及其法律后
果。 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对相关法律规定
的适用进行了说明。讲解最后，她发出“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郑重倡议，呼吁
青年职工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以法律规范自身言行，用法
治力量守护个人权益，携手筑牢法治社会
根基。

王培霞律师则以“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为核心
展开培训。 聚焦民间借贷、婚姻财产分割、
交通事故处理三大生活高频法律场景，结
合精心选取的“从生到死的守护”系列真实
案例———从 0 岁胎儿权益保障、7 岁儿童
游戏充值退款， 到 16 岁高铁霸座维权、24
岁职场反性骚扰，再到 30 岁婚前重大疾病
告知义务、42 岁高空抛物责任索赔， 直至
80 岁打印遗嘱效力认定。 她谈到，《民法
典》是破解生活难题的金钥匙，鼓励大家善
用法律武器捍卫权益， 共同推动法治文明
前行。

宣讲现场气氛活跃，交流踊跃。 青年
职工们结合自身工作与生活实际，就遇到
的法律困惑积极提问，两位律师以其深厚
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实务经验，给予了清
晰、专业的解答，切实解决了职工们的法
律疑问。

此次普法活动， 有效提升了太原高铁
工务段青年职工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
能力，彰显了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
务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法治建设的
专业担当。 未来， 律所将持续发挥专业优
势，深化“送法入企”活动，为推进企业法治
建设、 构建更高水平的法治社会贡献专业
力量。

（张丹丹 贾婷茹 高斌）

北京天驰君泰（太原）律师事务所
贾丁莹、王培霞律师

受邀在“‘火炬’关爱青年
公益法律宣讲会”作普法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