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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真金白银

支持创新药研发
厦门市正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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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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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厦

门市转化的创新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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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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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宝坤来源：海西晨报）

厦门市场

多个茶饮品牌打价格战
近期，有不少市民发现，曾经动辄

二三十元一杯的茶饮，价格被“打下

来”了。

在美团平台，茶百道思明大润发店

12款奶茶产品打折，折扣最低的 4.3折，

最高的 6.5 折，9 款产品折后价格都在

10 元以内，其中一款“盐盐冰激凌乌

龙”，单杯折后售价为 4.8 元。喜茶 SM

城市广场店有 7 款产品参与团购，其

中 3 款售价在 10 元以内，最低是一款

是“小奶茉家族”，折后售价是单杯 7.8

元。快乐番薯工人体育馆店推出的 12

款茶饮中，有 10 款折后价单杯 10 元

以内，其中 3 款为单杯 2.9 元。而一直

主打平价的蜜雪冰城，10 元以内产品

选择最多。

据《2023-2024 中国茶饮行业年度

发展报告》，2023 年新中式茶饮市场规

模达 1933 亿元，同比增长 15.7%。预计

到 2025 年，这一市场规模将接近 2500

亿元。“随着越来越多人入局茶饮行

业，竞争加剧，不少品牌选择降价或者

促销吸引顾客，从而引发价格战。但促

销方式是否能长期施行并利于品牌发

展，目前尚未可知。”厦门市餐饮行业

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叶子申 来源：海西晨报）

8月 27 日 19 时 14 分 47 秒，厦门地铁线网累计运送乘

客达到 10 亿人次。

回顾厦门地铁发展历程，从 2017 年 12 月 31 日迎来第

一个乘客，到 2024 年 8 月 27 日客流量突破 10 亿，再到厦

门地铁单日客流量常态化“70 万 +”，这背后，是厦门地铁，

也是鹭岛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更是每位乘客与厦门地铁、

与这座城市的情感链接。

输送更多人流
占全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超三成

厦门地铁客运量从 0 到

突破 1亿，用了 2年时间，732

天。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从

镇海路到岩内的地铁 1 号线

开通，标志着厦门正式进入

地铁时代。

“最初来的乘客大多是来

尝鲜的。”赵银芝是地铁 1号

线集美学村站第一任值班站

长。她说，随着时间推移，市

民对地铁的认可度不断提

升，1 号线客流开始逐步增

长。

2019 年 12 月 25 日，从

五缘湾到天竺山的地铁 2 号

线开通，2020 年 11 月 27 日，

厦门地铁客运量突破 2 亿人

次，用时 332 天。

家住海沧霞光东里的市

民林女士在地铁 2 号线开通

后选择成为地铁族。“原来自

己开车，如果碰上早高峰堵

车，至少需要 45 分钟，而坐

地铁不到半小时。”

从厦门火车站到蔡厝的

地铁 3 号线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开通，厦门地铁织线成

网，客流呈现跳跃式上升，当

年的 7月 14 日便突破 3亿客

流，用时 230 天。

此后，厦门地铁累计破 4

亿、破 5 亿客流的速度越来

越快。从 9 亿迈入 10 亿，仅

用时 133 天，不到 5个月。

目前，厦门地铁已开通

运营 3 条地铁线路，线路总

长 98.4 公里，运营车站共 72

座，其中 5座换乘站。

据市交通运输局提供的

数据，地铁占全市公共交通

分担率已经从 2018 年的 5%

提升至目前的 32%以上，逐

步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

力量。

对市民乘客来说，最直

观的感受就是首班提前、末

班延长、等车时间缩短。比

如，历经多次“调图”后，厦

门地铁的首、末班车发车时

间从最早的 6:30、22:30 延

长至目前的 6:00、23:00；地

铁 1 号线最小行车间隔从

开通初期的 6 分 45 秒缩短

至 4 分 10 秒；地铁 2 号线最

小行车间隔从开通初期 6 分

30 秒缩短至 2 分 40 秒；地铁

3 号线最小行车间隔从开通

初期的 5分 30 秒缩短至 4分

55 秒。

畅通跨岛通勤
日均客流提升到 26.6 万人次

厦门地铁因跨岛发展而

生，乘着跨岛发展的东风发

展。

地铁 1 号线、地铁 2 号

线、地铁 3 号线分别连通厦

门本岛与集美、海沧、翔安，

作为重要的进出岛通道，厦

门地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跨

岛乘客。

据厦门地铁运营公司提

供的数据，跨岛客流从 2018

年日均 4.89 万人次，提升到

目前的日均 26.60 万人次，增

长 4.44 倍。

跨岛客流稳步增长的背

后，是厦门地铁不断满足岛

内外市民的便捷出行需求。

其中，地铁 1 号线集美

软件园站是地铁线网中环比

进站量增长最快的车站———

2024年 7月，集美软件园站的

日均进站量为 1.14 万人次，较

开通首月增长11.67倍。

车站值班站长连思坤见

证了车站的客流变化，他表

示，集美软件园站的潮汐式

客流明显，其中早高峰时段

90%是出站客流，晚高峰时段

90%是进站客流。

在地铁 1 号线杏锦路站

也有个特别的现象，被称为

“黄金 15 分钟”———每逢工

作日 8时 30 分至 8 时 45 分，

上千名上班族涌入地铁站，

他们大多前往集美软件园三

期上班。

市民薛先生便是“卡点

大军”中的一员。他说，地铁

时间可控，只要赶上 8 时 45

分左右的地铁，就能掐着点

打上卡。“杏锦路站早高峰的

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大城

市的地铁。”薛先生笑着说。

城市轨道交通一头连着

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市轨道

交通建设指挥部表示，地铁

跨岛发展，不仅拉近岛内外

空间距离，有效解决乘客跨

岛出行问题，也带动岛内越

来越多的市民到岛外安家立

业，提高城市活力。

带旺旅游人气
暑运期间热门景点站客流增多

地铁不仅服务于工作日

通勤出行，也是休闲文旅的

重要交通工具。

就在 8月 24 日，张碧晨

演唱会在凤凰体育馆落下帷

幕，为地铁 3 号线国际博览

中心站带来进站客流 7346

人次。

今年来，厦门周周都有

演唱会。演唱会的频繁举办，

也促进了厦门地铁客流增

长。

因为，举办演唱会的地

点集中在凤凰体育馆和白鹭

体育场，其中距离最近的地

铁站便是地铁 3 号线国际博

览中心站。车站值班站长胡

志龙说，薛之谦厦门演唱会

期间，5 月 11 日累计进站共

2.4 万人次，当天 22 时至 23

时，一小时内进站乘客约 1.4

万人次,均创下了该站目前最

高客流纪录。

地铁 2 号线新阳大道站

也因为海沧招商花园城的商

气旺而人气足。海沧招商花

园城位于地铁新阳大道站上

盖，地铁直通商场 B1 层，互

相成就。车站值班员黄蓉说，

新阳大道站的日均客流已经

从最开始的一两千人次，跃

升至如今的八九千人次。

地铁 1 号线镇海路站是

热门景点、商圈周边的客流

大站，值班站长肖舒婕说，暑

运期间，车站客流有一定增

幅，8 月的日均客流约为 3.4

万人次，其中游客群体占了

大多数。

“节假日、重大活动期

间，厦门地铁都会常态化、差

异化延时运营服务。”厦门地

铁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23 年除夕，厦门地铁延长

地铁线网运营服务时间 2 小

时，首末站末班车发车时间

调整为次日 1 点，这也是厦

门地铁有史以来，最晚的一

次延时运营，并创造了厦门

地铁付费日单日客流的最高

数据———92.18 万人次。

故事

乘坐厦门地铁次数最多的乘客
江林是截至目前乘坐厦门地铁

次数最多的乘客。根据厦门地铁提供

的数据显示，他具体乘车次数为

7338 次。

江林说，自己时不时会查一下厦

门地铁 App 上的出行里程，“已经十

多万公里了”。

厦门地铁 2 号线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开通运营。按这个时间来

算，江林平均每天要乘地铁出行约四

五次。

也许会有人好奇江林的职业，他

的职业是宠物店老板也是宠物医生。

高频率的乘车次数，是因为他经常需

要出诊，“有时候一天需要出诊七八

次。”此外，江林也会通过厦门地铁

App 帮家人买票，在他的带领下，家

里人也成了地铁粉丝。

无论是开店、出诊，江林基本依

赖地铁出行。江林还分享了一件乘车

的趣事，“有时候很忙很累，就会在地

铁上眯一会，常常就坐过头了，然后

急急忙忙下车，再坐返程的车回来。”

江林此前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多

年，他说在深圳坐地铁是很平常的一

件事，这一习惯便延续到厦门，“地铁

让城市生活更便利、更美好。”江林

说。

她搭乘天数最多
“地铁一通，房子不租了，车也不

用开了，直接回集美的家。”许淑敏是

截至目前乘坐厦门地铁天数最多的

乘客。根据厦门地铁提供的数据显

示，她的具体乘车天数为 2047 天，相

当于从地铁 1 号线开通后，她每周 7

天就有 6天坐地铁。

地铁的开通，改变了许淑敏的生

活。她家住集美，在 SM开店，地铁 1

号线开通后，她便从岛内搬回集美家

中，每天乘坐地铁来岛内开店，“我从

集美大道站坐到乌石浦站，出站后很

快便到店里了。”

“原本是自己开车，现在基本不

开车了。”谈起从私家车转向地铁出

行的原因，许淑敏说，“坐地铁比开车

更舒服，坐地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开车就没办法

了。”

许淑敏还点赞说，厦门地铁最贴

心的服务便是失物找回。“我丢过文

件、雨伞、包包、保温杯等，地铁工作

人员不仅热心找回，还可以帮忙快递

到工作地点。”

（林钦圣 吴越 李琳 来源：厦门日报）

地铁 号线连通厦门本岛与集美，是重要的进出岛通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