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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观察

创新使命，时代浪潮。
2月21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召开党工委（扩

大）会暨2024年度工作会，提出2024年地区生
产总值目标增长7%左右，全力确保武汉新城建
设成势见效，接续推动“世界光谷”攀“高”向“新”。

成势见效，攀“高”向“新”。这是紧扣使命
的乘势而上。

2023年，《武汉新城规划》《加快“世界光谷”
建设行动计划》先后发布，国家战略、省市部署
叠加光谷，各方力量聚合光谷。

以高标准建设武汉新城为引领，加快打造
“世界光谷”，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会议提出，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武汉新城建设，
作为光谷勇担国家使命的头等大事，作为光谷
贯彻省、武汉市部署的头等大事，作为激活光谷
动能的头等大事，知重负重、知责担责，加快把
武汉新城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

这是直面挑战的迎难而进。
光谷应科技浪潮而生，承重大战略而进。

回望光谷36年发展历程，一路栉风沐雨，一路追
光逐芯，一路披荆斩棘，一代代光谷人攀峰汇
谷，聚企成城。

如今，光谷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
研制基地、中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中
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和中国最大的
激光产业基地之一，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
树一帜。

然而，光谷发展也面临新的“成长烦恼”，
“量”的基数做大后，增速放缓的压力倍增，进入
又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期。

善于识“危”、敢于思“变”、勇于求“进”，光
谷坚持与高的比、与快的赛、与强者竞高低，在
建新城、强创新、兴产业、扩开放上求突破、促提
升，思“变”谋远、向“新”而行。

这是把握大势的顺势而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创新为魂的中国光
谷，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扎实、势头良好——

5座国家大科学装置落子，居全国高新区第
三，6家湖北实验室集聚，低温多晶硅中小尺寸显
示面板全球市占率24%，70个一类新药进入临
床，全球首个人体肺部气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
统、全球首个千亿参数全模态大模型“紫东太初
2.0”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领跑全球……

“努力让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龙头企业
‘扎根’、配套企业‘扎堆’、创新人才‘扎营’”“大
科学装置集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光电子信
息产业规模力争突破6000亿元”“打造掌握国
际话语权的‘超级企业’”……一项项行动与目
标，如春鼓催征，在与会者的心中澎湃。

“既要关心企业家飞得高不高，更要关心企
业家飞得累不累”“让企业把腰杆子硬起来”“要
变‘给政策’为‘给机会’”“只要值得、一定舍得，
不怕错投、就怕错过”……一句句关怀与路径，
如春雨润物，在光谷人的心中激荡。

企业是光谷发展的主力，企业家是光谷最宝
贵的财富。大会现场，企业家尊坐前排，2023年
度工业、服务业、商贸企业纳税十强企业，优秀创
新、创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轮番上台领奖。

阵阵掌声中，中国光谷，向着春天，奔赴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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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城光谷区域。

聚焦武汉新城打造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地目标，2024年，中国光谷围绕发展新
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打造优势产业成长
新曲线，开辟未来产业新蓝海，下大力气培
育世界级产业集群。

推动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新开工中
信科移动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奕斯伟等
重大项目，建成光迅高端光电子、迈瑞医疗
全球“第二总部”、华大智造智能制造及研
发基地等重大项目。

抢抓国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机遇，
依托4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
建设“世界存储之都”、国际一流的高端光
芯片研发生产基地、全国新型显示器件先
进制造高地，稳步推动光车联动发展，打造

更多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独树一帜”
细分产业，带动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
6000亿元。

加大生命健康产业支持力度，推动15
个新药、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力争生命
健康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光谷生物城
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四。

争创国家北斗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或先
进制造业集群，力争北斗产业营收增长30%。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
展。新增高性能算力1700P，支持“紫东太
初”通用大模型+5G+工业互联网行业垂直
应用，建设“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1家，5G
工厂2家，标杆智能工厂1家。

推动未来产业孕育发展。制定未来产业
发展规划，“一业一策”推进合成生物、量子科
技、新一代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未来产业发展。

实施精准招商攻坚行动。升级“世界
光谷”全球产业合伙人品牌，建立“1886+
N”工作机制，全面启动产业链招商、人才科
创招商、校友招商、资本招商、区域招商五
大主题招商，塑造光谷精准招商新品牌，推
动10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50亿元以
上工业签约项目数量倍增，努力打造搬不
走的产业集群。

实施消费提升行动。提档升级光谷步
行街、大悦城2个文商旅消费集聚区，建设
北辰·光谷里沉浸式消费体验街区，打造光
谷天地、曙光夜市等多个特色美食街区。

瞄准世界级新兴产业引领地

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
力争突破6000亿元

聚焦武汉新城世界级科技创
新策源高地建设目标，2024年，中
国光谷持续壮大战略科技力量，持
续完善以“用”为导向的科创供应
链体系，努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主动权。

高水平创新平台进一步提升运
行质效。支持汉江国家实验室高质
量运行，推动深部岩土设施主体结
构完工，加快推进高端生物医学成
像、武汉先进光源、氘氘中子源3个
省级大科学装置建设，打造世界级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大科学装
置集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实施一批引领性核心技术攻
关。实施5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2个省尖刀技术攻关工程和12个
市科技重大专项，

突破存储芯片、大功率超快激光器、
工业基础软件等一批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催生化合物半导体、三维异质
异构集成等一批前沿引领技术和颠
覆性技术。

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
化。建好用好科技创新供应链平
台，强化湾区数字技术创新中心“连
接器”功能，加快建设海外人才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筹建智慧病理研究院、国际
脑科学科技创新中心等4家新型研
发机构，加快建设光谷国际医学创
新中心，建成投用科创中心一期、武
汉先进计算中心等项目。

锻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核心承载区

大科学装置集中度
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安翰科技产线生产一颗颗胶囊大小的磁
控胶囊胃镜系统机器人。

以往，光谷的开发路径是重点
发展新兴产业，进而推进城市化，即

“产人城”的发展模式。
当前，城市发展模式从生产

导向转向生活导向。聚焦武汉新
城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宜居湿地城
市样板目标，2024年，中国光谷以
国际视野统筹治山、理水、营城，
大力推动城市和产业“双集中”，
推动光谷“人城产”相得益彰、相
互促进，努力让城市更美丽、更宜
居、更智慧。

聚力建设亮点纷呈的核心板
块。以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武汉新
城190项重点年度任务、267个重点
项目为抓手，持续实施城市合伙人
计划，加快推进十大产业和平台项
目，精心策划滨湖半岛片区、龙泉山
片区、花山片区、光谷片区等片区引
爆项目建设，以创建国家遗址公园
为契机，推动龙泉山片区整体开
发。聚焦武汉新城中轴线全面提
速十大标志性项目，推动中央公
园、豹澥湖公园完成首开区建设，
科创金融总部一期、筑芯创研空间
部分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市民中
心、国际会议会展中心、青年社区
等项目加快建设，确保中轴线尽早
出形象、见成效。

聚力建设安全韧性的基础设
施。完善城区道路交通网络，新开

放智能网联道路100公里以

上，高新三路、高新八路等5条骨干
道路主车道通车；实施关山大道、南
三环等重点区域疏堵工程，畅通微
循环道路15条。

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
衡。塑造公园城市特色风貌，新增
公园10座、绿地30万平方米、绿道
30公里。继续推进“新校即名校”
战略，新开办幼儿园5所，中小学
优质扩容12所。建成光谷人民医
院，加快建设武汉新城中心医院、
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新城院区、武
汉儿童医院光谷院区等重点项目，
新增床位总数1250张。推进以需
定供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快建
设光谷国际社区、未来社区以及集
中式青年人才社区、各类人才公寓，
开工建设2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试
点项目，筹建高品质租赁住房1.5
万套。

持续培育特色创新文化。讲好
光谷故事、推介光谷品牌，厚植“敢
于冒险、鼓励创新、崇尚成功、宽容
失败”的光谷创新文化。打造光谷
文旅体 IP集群，建成光谷文化中
心，新开放5个光谷书房，加快打造
12分钟阅读文化圈；实施“赛事+旅
游”，举办光谷电竞节、光谷马拉松、
光谷社区文化节等100场以上活
动；实施“空轨+旅游”，新策划一批
精品旅游路线，真正把流量转化为
留量。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宜居湿地城市样板

清单化推进武汉新城重点项目

攀“高”向“新”再出发 接续创业迈向“世界光谷”

武汉新城成势见效的光谷行动

中国信
科工程师测
试可调谐激
光器芯片。

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

聚焦武汉新城打造国际交往中心目标
定位，2024年，中国光谷坚持用开放的手段
汇聚全球资源，凝心聚力打造多层次开放
合作网络。

推进对外贸易发展。开展“千企百展
出海拓市场”活动，提升龙头企业整合利用
全球资源能力，带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
团出海”。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建设一批跨
境电商产业园、海外仓，着力发展“跨境电
商+产业带”新模式。

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开通武汉东站跨
区域长线列车、地铁11号线二期，新增2条
城际公交，加快构建高效畅达的综合交通
体系。与鄂州、黄石、黄冈等光谷科技创新
大走廊功能区联合建设一批“双向飞地”。

推进国际开放合作。实施外籍人士
“家在光谷”工程，打造“世界光谷”国际交
往客厅，开展光谷形象全球传播行动，积极
扩大光谷国际“朋友圈”。举办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东湖论坛、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
会，打造世界级“光博会”名片。

2024年，中国光谷坚持优化创新要素
高效配置，培育世界一流创新企业，持续打

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创业生态。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筹建光谷田长霖

中心。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
点，加强与科创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国
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人才联合培
养，提高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支撑能力。新
设2个人才驿站，开设北京、上海2个引才
专列，深入实施人才“注册制”“积分制”，集
聚高层次创新人才总量突破4000名。

激发科技金融催化效力。建设光谷金
融大脑、东湖科技风险管理实验室、东湖科
技保险发展促进中心，筹建东湖科技保险
经纪公司，新增10家以上总部直属科创银
行和科技保险专营机构。健全投早投小投
未来的制度，推动国企加快向投资平台转
变，着力构建4000亿元科创基金生态圈。

激发科技型企业成长动力。实施初创
企业“春苗”行动、高成长企业“助跑”行动、
高新技术企业“成林”行动，新增创新街区
35万平方米，推动企业主体突破15万家，
力争中小企业首贷率增长30%，新增院士
专家和重点科技成果项目20个，新增科技
型中小企业入库5200家。

编织多层次开放合作网络

高层次创新人才总量争取突破4000人

武汉依迅北
斗时空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的北斗
高精度农机自动
驾驶终端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