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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
18日，河南航投
集團和 UU 跑腿
共同啟動了河南
省首個無人機物
流配送項目，並
順利完成河南省
無人機同城配送
航線首飛，邁出
了河南省探索物
流新模式—— 『
低空經濟+物流』
協同融合發展的重
要一步。」

在今年河南省兩會上，河南省政協委員、UU跑
腿創始人兼董事長喬松濤建議，充分發揮河南省資
源、區位地理、交通樞紐優勢，探索 「幹線運輸+
支線物流+末端配送」全鏈路低空運載，打造無人
機物流配送 「河南模式」，是實現物流 「降本增
效」的有效途徑。

喬松濤認為，物流配送長期受困於交通擁堵、成
本攀升、效率低的瓶頸。低空經濟與物流業協同融
合發展，為解決物流瓶頸提供了新思路，正成為推
動物流創新變革的關鍵引擎。

針對目前協同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喬松濤提
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加快低空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服務保障
能力。推動將無人機地面（樓頂、水面）配套基礎
設施納入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布局規劃。二是構建智
能信息網，提升信息化水平。探索構建統一的數碼
化空域管理平台和智能調度監管系統、無人機空中
交通管理平台，進一步提高行業統籌管理水平，打

造 「空中智慧航路」。
二是優化航線審批、飛行審批與空域管理機制，

構建低空經濟發展生態。建立航線申請、飛行申請
等綜合性線上審批、查詢系統，實現審批流程的數
碼化與智能化。借鑒上海、深圳和珠海等地經驗做
法，結合河南省實際和進一步匹配居民真實訂單場
景，前期以有條件的社區、商業圈、醫院、集中市
場（如汽配城、數碼港）等開展無人機末端配送試
點，構建 1 小時低空物流圈。積極探索 「即時響
應+無人機運輸+上門送達」和 「固定航線+想飛就
飛」的高效運輸模式，持續豐富低空物流場景。

三是建立省級跨部門的 「低空經濟+物流」的協
同監管領導小組或者協調機制。結合實際制定完善
相關地方性法規、管理辦法等，進一步法治化、標
準化規範低空飛行活動，為 「低空經濟+物流」協
同融合發展營造規範有序的市場環境。

四是加快出台河南省《促進全省低空經濟高質
量發展實施方案（2024—2027 年）》（以下簡稱
《實施方案》）的相關落地細則。2024 年 7 月 5
日，河南省印發《實施方案》，為河南省近年內
低空經濟的發展明確了目標，規劃了路徑。建議
有關部門加快落地相關細則，如舉辦低空經濟創
新創業項目評選活動，選育優質創新創業項目；
設立低空經濟創新發展專項基金，充分發揮相關
基金的幫扶作用，鼓勵相關企業加大對低空經濟
領域的研發投入、建設投入等；為符合相關條件
的 「低空經濟+物流」領域企業提供無人機試飛
架次補貼資金等。讓河南省 「低空經濟+物流」
應用場景的優秀企業盡快享受到相關政策、資金
等方面的支持，打造龍頭示範效應，吸引更多省
外低空經濟和物流產業鏈企業落戶河南，加快促
進河南省相關產業集聚和鏈式發展。

河南省政協委員喬松濤：
打造無人機物流配送 「河南模式」

民生健康是社會
發展的基石，優質
的中西藥材則是
保障醫療質量、
維護民眾健康的
關鍵要素。1月19
日，在河南省政協
十三屆三次會議
上，河南省政協委
員、河南中醫藥大
學第三附屬醫院
風濕病科科主任、
主任醫師辛凱建議
提升中西藥材質

量，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促進醫藥產業健康發展。
辛凱指出，當前在中西藥材領域存在中草藥種植

環節亂象叢生、流通環節監管薄弱、西藥原料藥生
產環境污染及產業集中度低，供應穩定性差等諸多
問題，嚴重影響民生健康和醫藥產業的可持續發
展，亟待解決。

辛凱建議，首先要加強中藥材種植管理。建議推廣
標準化種植，制定並完善中藥材種植技術標準和操作
規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標準化種植基地建設。加強
對藥農的培訓和指導，合理使用化肥、農藥，嚴格控
制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建立中藥材產地追溯體
系，利用信息化技術，對中藥材從種植、採收、初加
工到銷售的全過程進行記錄和追溯。加大對道地藥材
的保護和扶持力度，明確道地藥材產區範圍，制定道
地藥材生產規範和質量標準。通過政策引導、資金支
持等方式，鼓勵企業和藥農發展道地藥材種植，提高
道地藥材的市場競爭力。

其次，規範中藥材採收與初加工。制定科學採收

標準，組織專家研究制定不同中藥材的最佳採收季
節和採收方法，向藥農和相關企業進行宣傳推廣。
加強對採收過程的監督管理，確保按照標準進行採
收。加大對中藥材產地初加工技術的研發和推廣力
度，鼓勵企業引進先進的初加工設備和技術，提高
初加工質量。建立產地初加工集中區，實現規模
化、規範化生產，便於監管。

再次，強化中藥材流通監管。建議嚴格中藥材市場
准入標準，加強對經營戶的資質審核和管理。加大對
違法違規經營行為的打擊力度，依法取締無證經營、
以次充好、摻雜使假等行為。建立健全中藥材流通環
節的質量檢測體系，加強對運輸、儲存過程中的質量
監管。要求企業配備必要的冷藏、防潮、防蟲等設施
設備，確保藥材在流通環節的質量安全。

從次，加大對西藥原料藥生產企業的環保監管力
度，要求企業嚴格執行環保法律法規，加大環保投
入，改進生產工藝，減少污染物排放。加強對西藥
原料藥生產企業的質量監管，督促企業嚴格按照國
家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和檢驗。建立質量信用體系，
對質量可靠的企業給予表彰和支持，對質量不合格
的企業進行曝光和處罰。通過政策引導、市場機制
等手段，推動西藥原料藥企業的兼併重組，培育一
批大型企業集團，提高產業集中度和市場競爭力。
鼓勵企業加強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提高產品附加
值，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最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議政府應出台相關
政策，對優質中西藥材的種植、生產、研發等環節
給予財政補貼、稅收優惠、信貸支持等政策扶持，
鼓勵企業和社會資本投入。建立由農業農村、市場
監管、生態環境、衞生健康等部門組成的中西藥材
質量監管協調機制，加強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
同監管，形成監管合力。

河南省政協委員辛凱呼籲：
提升中西藥材質量 保障民眾用藥安全

2025 年河南省
政府工作報告中
提出 「要突出未
來產業培育，瞄
準生物工程、高
端醫療器械等，
培育壯大未來健
康產業。」1 月
19 日，在河南省
政協十三屆三次
會議上，河南省
政協委員、九三
學社中央醫藥委
員、河南省中醫

院副院長張勤生圍繞河南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言
獻策。

張勤生指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國家食品
藥品監督管理局共批准255種創新藥，而河南省獲
批的創新藥僅有阿茲夫定1種，已獲批准的創新三
類醫療器械共有315項，河南省為0項。

「河南是人口大省，是醫療衞生服務需求大，特
別是作為中醫藥大省，中醫藥資源豐富，更需要深
入挖掘。」張勤生說。

以河南省中醫院為例，名家名醫多，名老中醫傳
承下來很多療效確切的驗方，很多轉化為院內製劑
在臨床使用，目前共有製劑118種，很多院內製劑
已使用十多年，有很好的臨床療效。醫院藥學部組
建了由4名博士和2名研究生組成的製劑研發及新藥
轉化團隊，專門從事相關研究工作。依據 「相結

合」證據體系的中藥特色審評審批制度，醫院積極
開展製劑新藥轉化的基礎性研究及人用經驗收集工
作。

張勤生近三年牽頭研發的新型胃內減肥球囊已獲
得兩項國家發明專利和兩項國際 PCT 專利，還有
十餘項發明專利正在申請中，產品樣機已經做出
來。計劃 2025 年開始動物實驗和三期臨床實驗，
同時進行三類創新醫療器械申報，對於這項國際上
獨創、也是國際上唯一研發成功的胃內氣球，市場
潛力巨大，可以解決肥胖引起的高血壓、冠心病、
糖尿病等系列疾病，這個項目申報成功，不但能填
補河南三類創新醫療器械的空白，也能填補國際空
白。

「目前這個項目已成立公司落戶在鄭州港區，儘
管港區和省醫學科學院都很重視，也為這個項目成
立了服務專班。我感到十分困惑的是，河南省政府
近幾年也出台系列支持創新的政策文件，但是政府
所屬基金公司對於初創型企業，並沒有投資的意
願，實際運行中天使輪融資很困難，支持創新藥和
創新醫療器械目前還停留在書面上。」張勤生說。

為此，張勤生建議河南支持創新藥、醫療器械研
發，加速產業化。

他建議，政府出台新規，專項基金扶持創新型
企業、特別是初創型企業。大力支持創新藥和創
新醫療器械產業發展，在政策和資金上給予支
持。同時，大力支持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支持
名老中醫驗方、醫療機構中藥製劑向中藥新藥轉
化，鼓勵更多企業參與合作進行中藥創新藥的開
發研究。

河南省政協委員張勤生：
建議支持創新藥、醫療器械研發 加速產業化進程

凝聚共識築同心凝聚共識築同心 廣謀良策創偉業廣謀良策創偉業
1月17日-2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河南省委員會第

三次會議在河南鄭州隆重召開，來自全省各界的政協委員齊聚一堂，
懷揣着沉甸甸的責任，帶着謀劃發展的拳拳之心，獻睿智之策、鼓實
幹之勁、謀惠民之舉。一件件提案傾注着心血智慧，一次次思想碰撞

凝聚了行動共識。會議期間，委員們通過大會提案、大會發言、討論
協商等方式，積極建言資政，廣泛凝聚共識，為河南取得的發展成就
驕傲，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河南篇章交出優秀履職答卷。

王皓萍 李欣 郭延

在今年河南省
兩會上，河南省
政協委員、河南
省信陽航空職業
學院理事長劉品
生建議從多方面
加快推進商業航
空產業發展。

近年來，伴隨
國家大力推動軍
民融合以及 「互
聯網+航天」產業
變革，越來越多
的民營企業進入

商業航天領域，覆蓋火箭、衛星、測控、地面終端、供
應鏈配套產業，為中國商業航天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劉品生認為，目前，商業航空產業發展存在的問
題還很多，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供應鏈問題，商業火箭所需的關鍵部件如發動
機、結構和專用儀器設備大多依賴國有企業供應，導
致採購難度大、成本高。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足夠的供
應鏈支持，影響了其發展空間和盈利能力。

二是技術依賴和突破難題，儘管中國商業航天在技
術上取得了顯著進步，但在某些關鍵領域仍存在依賴
性問題。例如，液體火箭和固體火箭的研發與製造能
力雖然提升，但尚未完全自主，仍需依賴外部技術。

三是市場應用能力存疑，雖然發射了大量衛星，但
這些衛星的實際應用能力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許多
衛星可能只是為了噱頭而發射，缺乏實際的應用價

值，這可能導致投資回報率低，甚至成為太空垃圾。
四是經濟效益不佳，部分商業航天企業的經濟效

益不佳，甚至出現虧損。例如，某些衛星的發射成
本高達每公斤10萬元，但即使在這個價格下，企業
仍然虧損。

五是政策支持與市場接受度，雖然國家出台了許
多政策支持商業航天發展，但市場對商業航天的接
受度仍有待提高。許多人對衛星互聯網缺乏了解，
影響了其市場推廣和應用。

因此，劉品生建議：一是，加大資金投入力度，
商業航空項目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同時也要善於
利用政府補貼，將其作為啟動項目的關鍵資金來
源。此外，上市融資也是長期發展的關鍵，政府應
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幫助商業航空企業順利上市。

二是，開展技術研發與創新，技術創新是降低發
射成本、提高發射頻率的關鍵。通過工程技術優
化、火箭構型及捆綁技術創新等方式，可以在保證
產品性能的前提下降低成本。

三是，加強市場拓展與應用，拓展市場應用是商業
航空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還可以將航天技術應用於日
常生活，如使用航天材料製作運動裝備或利用航天通
信技術提升偏遠地區的網絡速度，都能拓寬市場。

四是加強政策支持與產業集聚，通過整合上下游
產業鏈，打造商業航天發射生態集群，發揮集聚效
應，提高運營效率，降低綜合發射成本。

五是加強人才培養與吸引，人才培養是商業航空
持續發展的基礎。通過教育體系培養專業人才，並
提供實習和就業機會，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商業航
空事業。

河南省政協委員劉品生：
建議加快推進商業航空產業發展

開幕式現場開幕式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