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意谷企業砥礪前行 有信心獻力粵港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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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橫琴考察時勉

勵大家：「要發揚敢為人先的精神，先行先試，進

一步擴大開放，勇於探索，勇於去闖，在體制機制

創新方面，為粵港澳合作作出貢獻。」隨着《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的出台，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已逐漸打造成促進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

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真健康（廣

東橫琴）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共事務總監李

冀釗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非常慶幸自己能在橫琴工

作，尤其在橫琴創意谷內，有許多創新型企

業，大家共同努力，砥礪前行，有信心

未來為粵港澳合作作出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澳門報道

●王勝鵬表示，中
醫藥要走向世界，
必須加強中醫藥文
化的傳播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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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冀釗本在
東北攻讀傳媒

專業，畢業後選擇南下
珠海，開啟了他的媒體人生
涯。2016年，一個機緣巧合的機會
讓他踏入了澳門媒體界，並在此工作了數年
之久。然而，隨着疫情的爆發，李冀釗的僱員簽註
到期後未能續簽，這迫使他離開了澳門媒體界。面
對傳統媒體的轉型壓力，他毅然決然地選擇跳出媒
體行業，轉身投入到了大健康領域。2023年7月，他
正式加入了真健康公司，並隨公司落地橫琴，開啟
了新的職業篇章。
在橫琴的這段時間裏，李冀釗深刻感受到了這

裏的政策優勢與發展潛力。他提到，橫琴作為國
家重點建設的區域，擁有眾多針對科創型企業和
大健康行業的政策扶持。這些政策不僅為企業提
供了強大的支持，還加速了創新成果的轉化與應
用。

落地橫琴一年多 公司已獲大成就
真健康公司就是這些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李冀
釗介紹到，在落地橫琴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

公司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包括兩

個創新的醫療器械註冊證。其中，國
內首創的穿刺手術導航定位系統於 2023年 6月獲
得我國經皮穿刺手術機器人領域的首張三類創新
醫療器械註冊證，其高精度穿刺機器人技術與應
用被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認定為國際領先水準。
這些巨大成就，得益於國家及澳門特區政府對橫

琴發展的支持。李冀釗舉例指，國家藥監局成立了
粵港澳大灣區分中心，令相關企業可以直接從橫琴
把註冊資料提交至分中心做評定，中間可以節省
許多步驟。李冀釗對橫琴的未來前景充滿了信
心。「橫琴作為國際化的平台，與澳門的深度合
作將為企業提供更多的機遇與挑戰。同時，隨着橫
琴與澳門融合的加深，未來的交通、網絡等基礎設
施也將更加完善，將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
條件。」
李冀釗也提到了當前橫琴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例如生活配套設施還未完全跟上，網絡環境與國際

接 軌 仍
有待提升
等。
不過他相信，在

不久的將來，這些問題都會得
到妥善解決。站在新的起點上，李冀釗對未來充滿
了期待。他相信，在橫琴這片熱土上，大家將會創
造出更多的奇跡，為橫琴合作區未來的發展作出更
大的貢獻。

▶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
業園科研總部大樓。

資料圖片

◀「全澳資藥店」在橫琴
開業，澳門藥學技術人員
在該藥店提供藥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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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冀釗表示，橫琴創意谷內，有許多創新型
企業，大家共同努力，砥礪前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澳門科技大學中
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羅婉君，是一位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如今在澳門擁有着自己的事
業和生活。她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以
其親身經歷講述了港人在澳生活的點點滴滴。
她直言，澳門與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很近，語
言、生活習慣和飲食文化都相似，很容易融
入當地社會，加上澳門給她專業上的發揮空間
更大，使她可以更專注科研工作。她期望，在
未來的歲月裏，能與包括香港在內的更多國內
外同行合作，共同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
羅婉君自小在香港接受教育，從幼稚園到小學、
中學，再到本科和博士階段，她的求學之路一直與
香港相伴。在香港科技大學完成本科學習後，她選
擇在港大攻讀藥理研究博士學位，雖然本身並非中
醫背景，但她在博士期間就已經涉足中藥現代化的
研究課題。
博士畢業後，她加入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
院，繼續其科研事業。「選擇來澳門，是因為這
裏有一個國家級的實驗室正在籌建中，這對我來
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雖然她當時對澳門的了
解並不多，但認為這裏有一個剛剛起步的實驗
室，可令她發揮的空間更大，「澳門政府對科研
投入也很大，這對我來說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來到澳門後，羅婉君很快適應了這裏的生活。
她說到，澳門與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很近，生活習
慣和飲食文化都很相似，讓她感覺非常親切。
「澳門比較小，人口也相對少一些，讓我可以更
加專注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她還提到，澳
門與內地的聯繫也非常便利，這讓她有機會接觸
到更多的國內同事和學生，拓寬了她的學術視
野。
在澳門生活的這些年裏，她見證了澳門的巨大
變化。她說，與剛來時相比，現在的澳門更加繁
榮昌盛，樓宇拔地而起，酒店
業蓬勃發展，交通也更
加便利。尤

其是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讓澳門與內地、香
港的聯繫更加緊密，這對澳門的經濟發展和科研
合作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讚澳門年輕人積極好學有新想法
除了科研工作外，她還非常注重社會服務，經
常參與各種科普活動，為本地的青少年普及科學
知識。在與學生們的接觸中，她感覺澳門年輕人
普遍很積極、好學，有很多新想法，也很敢言。
「這些年輕人是澳門未來的希望，他們的發展將
會決定澳門的未來。」
談及未來的打算，羅婉君表示，她會繼續留

在澳門，而隨着澳門科研條件不斷完善和人
才的逐漸積累，這裏的科研成果將會愈來愈
達到國家級以至世界級的水平，「無論身
處何地，只要懷揣着夢想和熱情，就一
定能在異鄉找到屬於自己的天地。」

香港文匯
報訊（記
者 黃 子
龍）中醫
藥是承載
中華民族
傳統智慧
的 文 化 瑰
寶，在澳門這
片土地上正展現
出新的生機與活
力。澳門大學助
理教授、澳門中
藥研發中心副主
任王勝鵬近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中醫藥要走
向世界，必須加強中醫藥文化的傳播
和推廣，提升國際社會對中醫藥的認
知度和接受度，更需要提升中藥的臨
床價值等核心競爭力。目前，中醫藥
在澳門得到了國家及澳門特區政府全
方位的支持，又有領先的科研平台與
團隊，有信心未來能讓中醫藥通過澳
門這座橋樑走向世界。

滿街涼茶店 民眾信中醫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重要節

點，自古以來就有使用中醫藥的傳
統。王勝鵬表示，澳門民眾對中醫藥的
認知和接受程度非常高，這得益於中醫
藥在澳門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澳門，涼茶店遍布街頭巷尾，可見民
眾對中醫的信任和依賴，這為中醫藥在澳門
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他提到，澳門特區政府對中醫藥發展的高

度重視和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為中醫藥

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特別是2021年公布
了澳門中成藥註冊法，以及2022年澳門藥物
監督管理局的成立，標誌着澳門中醫藥產業
進入了規範化、標準化發展的新階段。「澳
門中藥註冊的要求與內地相似，為澳門與內
地企業的合作銜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中藥註冊法評審快費用低效率高
澳門在發展中醫藥方面的獨特優勢不容忽
視。王勝鵬認為，首先，澳門具有得天獨厚
的區位優勢。作為內地與葡語系國家、「一
帶一路」共建國家及東盟市場的橋樑，澳門
在推動中醫藥產品走向國際市場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其次，澳門在中醫藥研發、製造和
註冊方面擁有政策優勢。澳門的中藥註冊法
不僅與內地步調一致，還具有評審速度快、
費用低、效率高等特點，吸引了大量內地企
業前來註冊新藥。
此外，澳門在中醫藥領域的科研實力也不容
小覷。依託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和
研究機構，澳門在中醫藥科研方面取得了顯著
成果，為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援。
對於中醫藥在澳門的未來展望，王勝鵬充
滿了信心。他認為，隨着澳門中醫藥產業的
不斷發展和完善，未來將有更多的中醫藥產
品走向世界。這不僅可以提升中醫藥的國際
影響力，還可以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注
入新的活力，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產業的國際
化進程。
在談到中醫藥國際化面臨的挑戰時，王勝
鵬指出，中醫藥要走向世界，首先需要解決
民眾認知和文化差異的問題。這需要加強中
醫藥文化的傳播和推廣，提升國際社會對中
醫藥的認知度和接受度。同時，中醫藥產品
更需要具備質量競爭力，保障產品的安全有
效，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立足。為此，澳門需

要繼續加強中醫藥科研和
人才培養工作，提升中醫

藥產品的品質和
療效。

在澳港人盼與行家合推中醫藥發展在澳港人盼與行家合推中醫藥發展
澳門科技大學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羅婉君

●羅婉君表示，
感覺澳門年輕人普遍
很積極、好學，有很多
新想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霜靈攝

●穿刺手術導航定位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萬霜靈 攝

真健康（廣東橫琴）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總監李冀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