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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进入“两会时间”以来，政府工
作报告提到的“三个难以忘记”，成为网
络关注的焦点之一，网友赞誉“这是一场
人民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政府工作报告有高度、有深度、有温
度。”2月2日，成都市人大代表、蒲江县委
书记蒲发友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解读了他眼中的政府工作报
告。“总结成绩客观实在，分析问题深刻透
彻，提出目标催人奋进”，在蒲发友看来，
政府工作报告把目光突出聚焦在一群坚
强、善良、勇敢、乐观的普通人身上，正是
人民政府为人民的宗旨践行——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更幸福。

看成绩：
幸福美好生活

在蒲江成为可感可及的现实

“人民政府为人民”，采访过程中，蒲发
友反复提到这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的叮嘱正
是蒲江砥砺前进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方向。

就在成都市两会召开期间，1月31

日，在互联网搜索平台，“蒲江”的搜索量
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当天，锦江区与蒲
江县签约，两地将正式开启教育多层次
联动合作，成都名校七中育才、盐道街小
学将领办蒲江两所学校。

其实，今年开年以来，蒲江县就动作
频频。1月以来，县人才办、交运局的咨
询热线电话异常繁忙，来电几乎都在咨询
同一个问题：成蒲铁路“人才10元通”优

惠卡在哪办？怎么办？——这是蒲江县
在全国首创的一项政策，通过认定的人
才，可以办理“人才通”，乘坐成蒲铁路往
返于成都市区与蒲江单次通勤成本不高
于10元。1月26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正
式托管蒲江县人民医院，这意味着在蒲江
就可享受省医院的顶级医疗资源，而蒲江
的卫生健康事业也将再上新台阶。

再往前，蒲江嘉祥学校、金苹果蒲江
幼儿园、成都七中蒲江中学相继揭牌，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与蒲江县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顶
级医疗资源的下沉，让幸福美好生活在
蒲江正成为现实。

看未来：
做好融合文章

打造“生态福地、大美小城”

成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三个
做优做强”成为“市之大事”，其中提到，
要做优做强郊区新城的生态价值转化、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等核心功能。蒲江生态环境优越、资源

禀赋独特，如何实现生态价值的高效转
化，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蒲江有责
任大胆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展望2024年，蒲江如何贯彻落实成
都市两会精神？蒲发友说，蒲江将坚定
按照市委、市政府“七个更加突出、更高
水平”和“九个坚定不移”重大部署，更高
水平推进“三个做优做强”、“四大结构”
优化调整、产业建圈强链、城乡融合发
展、智慧蓉城建设等重点工作。

如何更高水平推进“三个做优做
强”？蒲发友表示，在加快片区联动发
展，提升综合发展能级上同时发力；在全
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
乡全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上全面发力；
在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在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上
持续发力。

而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做好
“生态”和“幸福”融合文章，奋力打造宜
居宜业宜创宜游“生态福地、大美小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蒲江县融媒中心供图

专访成都市人大代表、蒲江县委书记蒲发友：

打造宜居宜业宜创宜游“生态福地、大美小城”

1月底，一个新的核反应堆在四川开
工建设，这是全球功率最高的溶液型医
用同位素生产堆。

钇-90治疗肝癌，镭-223治疗前列腺
癌、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核医学
的发展，关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需求。记
者注意到，在成都对未来产业的布局中，
先进核能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市人大代表、中国核动力研究
设计院一所副所长张劲松，成都市人大
代表、核工业四一六医院胃肠外科副主
任医师李佳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谈
到了核能的广泛应用前景。

“一些新型同位素的使用，是临床迫切
需求的，因高昂的费用阻碍了这一先进技
术的应用。”李佳俊说，目前多种常用的同
位素成功国产化，逐步解决了过去只能依
赖进口的局面，但国内市场仍有很大缺口。

张劲松则带来一个好消息：未来，成
都将有一个百亿级的核能产业园。同
时，成都还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医用同
位素研制基地。

新反应堆
预计2027年投产打破进口依赖

张劲松拿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照片
上，一位老先生正在谈笑风生。“老先生
30多年前得了舌癌，用中国核动力院研
制的磷-32玻璃微球药治疗，现在依然健
在。”讲述中，张劲松的脸上满是自豪。

核医学的发展，让无数患者有了更
多选择权。例如碘-131，是治疗甲状腺
疾病的重要同位素；碳-14，可检测人体
中幽门螺杆菌。还有钼-99、碘-125等
数十种医用同位素，都是重大疾病检测、
治疗的重要力量。

“虽然关乎老百姓的健康问题，我国
医用同位素却长期依赖进口。”张劲松说，
钼-99、碘-125等用量大的医用同位素
全部依赖进口；碳-14、锶-89、碘-131、
镥-177等少部分同位素虽然实现了国产
化，但无法满足国内医疗市场需求。

1月30日，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医
用同位素试验堆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7年投产。“这个反应堆就是为了解决

国内医用同位素供应不足的问题。”张劲
松说，核动力院“牵手”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云克药业、成
都欣科、纽瑞特医药科技公司等众多产
业链上下游单位，打通同位素制备、放药
研发、安全评价、药效验证全工艺链条。

供不应求
医用同位素药品价格有望降下来

长期以来，人们“谈核色变”。实际
上，核医学早已应用在日常诊疗中。

李佳俊介绍，临床使用的医用同位
素一般包括诊断同位素和治疗同位素。
从常用的来看，诊断同位素使用最广泛
的是锝-99m（钼-99的衰变产物），主要
用于心脏、骨骼、甲状腺、肾脏、脑部的显
像；其次是氟-18，主要用于正电子发射
断层扫描成像（PET-CT）；碘-131是最
经典的治疗同位素，用于治疗甲状腺癌
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在新型同位素方面，镥-177现在的
地位很高。”李佳俊说，目前使用的
镥-177用于晚期前列腺癌及多种肿瘤的
骨转移，在2023年北美核医学年会和欧
洲核医学年会的年度汇报中，占据半壁江
山。又比如钇-90，应用于原发性肝癌和
转移性肝癌、肿瘤骨转移，自核工业四一
六医院2021年在海南博鳌医院开展首例
钇-90治疗并取得满意疗效后，内地医疗
市场迅速铺开，患者体验极佳。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可以开展上述
新型核技术医疗服务的医院凤毛麟角，

且核素由于制备及运输存储的成本极
高，高昂的费用及极少的应用场所，阻碍
了这一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李佳俊
说，目前，一个患者使用镥-177进行治
疗，一个疗程的费用在 20万元左右。
钇-90一个疗程的费用需30万元左右。

“对于老百姓来说，医用同位素堆建
成的最大好处是有助于将国内医用同位
素药品价格降下来，让更多的人用得上、
用得起。”张劲松说。

李佳俊认为，医用同位素的价格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生产成本、运输
费用、市场需求以及国际原料价格的波
动等。考虑到如今核心技术突破后的自
主生产优势，以及减少了运输成本，与过
去主要依赖进口相比，价格必然会有所
下降。

新产业园
聚焦核电装备和医用同位素

在2024年的工作安排中，成都不仅
提到了“推动先进核能等24个细分领域
加快突破，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加速
园区”，也提到了“力争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提升至750亿元”。

当核能“遇上”医药，两者的碰撞，必将
成为成都制造强市战略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成都，依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院，中核核能产业园正在建设中。“如果
推进顺利，将成为成都首个核能产业
园。”张劲松说。为此，他带来一份“关于
加快双流区中核核能产业园建设的建
议”，对核能产业园寄予厚望。该产业园
不仅涉及到同位素药物，也涉及到核电
装备制造等领域。

放眼全国，成都在核能转化应用领
域具有优势。张劲松说，特别是关键医
用“核素”的生产端，全国80%以上都是

“四川造”。在研发端，成都已然是全国
核能产业发展新高地。“我们力争用2到
3年时间打造国家级核能产业集聚战略
高地，最终形成‘全国核能看成都、产业
转化在双流’的集聚效应。”张劲松对上
下游产业集聚效应充满信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医用同位素试验堆在四川开建，预计2027年投产

国内医用同位素药品价格有望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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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1月30日，全球功率最高溶液型医用同位素堆在四川开工建设。图据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