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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 支点担当

鸟瞰主体结构全部封
顶的中国光谷数字经济产业

园项目二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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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湖北数字经济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

5838万人

建成

15 个算力中心

144 个数据中心

算力规模和质效

全省在建
5G全连接工厂

238 家

入选全球灯塔工厂2家

工业企业上云4.8万家

上云覆盖率为47.8%

湖北突破性发展五大优势产业

2023年实现营收突破3万亿元
占全省规上工业营收60%以上

2023年

全省常住人口总数为

城镇化率达到 65.47%

2023年我省农机总动力

达4900万千瓦

各类农机保有量达1300万台套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74.2%

（数据来源：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湖北省经信厅、湖北
省农业农村厅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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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电脑上熟练地按下“ctrl
c”和“ctrl v”时，一定没想到，一座城
市也能被复制下来。

在武汉，就有这么一个平台，长
江、黄鹤楼、东湖……只要用鼠标点
击、拖拽，一座超大城市就在电脑中

“拔地而起”。
用鼠标操作城市的，是武汉市城

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简称武汉
“数公基”平台。

“数公基”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正
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模式。

超2000万实体对象拥有
“电子身份证”

一块足有整面墙大小的大屏幕，
点开武汉“数公基”平台，映入眼帘的
是高楼、河流、绿道、植被……一个拥
有1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就这样跃
然“屏”上。

在虚拟世界里实现城市数字孪
生，底座是“电子身份证”。

“第一步就是通过采集数据，让物
说话，这就有了编码。”统筹武汉“数公
基”平台建设的是武汉产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武汉云计算科技
有限公司，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钟
收成打比方说，这个码就相当于数据
的“身份证”，有了它就可以标识万物，
实现数据互通。

当万物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城
市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个井盖“走失”，根据数字身份证，
能够找到它原来的位置。发生意外灾
害，救援人员可依据“一标三实”（标准地
址、实有人口、实有单位、实有房屋）信
息，制定最佳救援方案；举办大型活动或
赛事，可依托武汉“数公基”平台，进行赛
事路线设计并制定安保方案。

2022年，我省在武汉、宜昌、襄阳

三个城市开展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
第一批试点。目前，武汉“数公基”平台
已汇聚了城市模型、地形地貌、行政区
划、城市道路、城市部件、水域河流和

“一标三实”在内的七大类基础数据，集
成城市信息模型（CIM）、编码赋码平台
和“一标三实”平台，全市超过2000万
个实体对象有了“电子身份证”。

“动态心电图”监测812座桥隧

走进武汉市城市道路桥隧事务中
心风控中心，在这里的武汉市桥隧智
慧管理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全市
桥梁隧道的运行情况。

“目前，全市已有812座桥隧戴上
了24小时的‘心电监测仪’，可以随时
通过武汉市道路桥隧安全监管平台查
看到这些桥隧的健康信息，相当于‘动
态心电图’。”工作人员许标介绍，812
座桥隧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还
增设了“桥隧画像”功能。

在武汉市桥隧智慧管理系统上随
机选择岳家嘴立交桥，在桥隧卡片页
面里，其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结构类
型、长度、面积、载荷等基本信息清楚
呈现；在巡检养护页面，日常巡检发现
的问题、维修反馈一一记录在案。不
仅如此，“桥隧画像”功能还可以对城
市桥隧管养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进
行文字、视频、监测记录，给事件分析
提供充足资料和数据支撑，为后续养
护提供依据。

一座桥梁，一个钢瓶，一个井盖
……武汉“数公基”平台，通过汇集全市
各部门数据，让城市管理者足不出户就
能掌握武汉每个角落的实时动态。数
据显示，武汉“数公基”平台已对接城管
等6个部门11个应用系统，在房屋交
易、租赁和安全管理、城管设施部件和

“万物采”微信小程序开展应用验证。

探访武汉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平台

一“码”当先 耳聪目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严运涛 通讯员 刘唯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信息化为何
能起到关键作用？

“信息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催化剂、加速器。”5月31日，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李昊接
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时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
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
局。其中，推动生产方式、组织模式重塑
变革的信息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李昊看来，信息化将在三个方面
发力：带动产业升级，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新时期
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带动城市管理
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为推动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重要手段；
越来越多的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医
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成为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保障。

就湖北而言，信息化能在哪些方
面补齐短板弱项？李昊说，在提升产
业竞争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农
业科技方面，信息化都大有可为。

202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编制
实施《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
展规划纲要》和《湖北省域战略规划》，
着力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

化同步发展，综合考虑自然地理、资源
禀赋、发展基础等条件，因地制宜、发
挥比较优势，扬长补短。

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信息化、数字
化手段，可把原本分散在各部门、各层
级的基础数据汇集整合，推动“多规合
一”，形成统筹全省发展的一张蓝图。
同时，在统一的规划数字化信息平台
上统筹治理，引导实现省域各类资源
要素的合理配置。

不仅能补短板，信息化还能锻长
板。李昊认为，湖北在数字经济的多个
细分领域具备先发优势，将持续带动产
业尤其是传统优势产业提升竞争力，加
快培育汽车、装备制造业的新质生产力。

四化同步的核心是四化，关键是
同步。李昊认为，同步演进、一体布局
主要体现在流域综合治理的“综合”二
字，要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域单体发展
模式，加强以流域为单元的空间协同，
在治理中应实现民生保障、生态保护、
经济发展多维目标的综合统筹。同
时，要加强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推动省
域治理机制的调整和流程改革，从而
带动治理效率的提升。数化湖北，正
是促进这种空间协同、提升治理效率
的重要手段。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李昊——

补短板锻长板，“数化湖北”大有可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居中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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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秘鲁《共和国报》、尼加拉瓜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上，

腾龙汽车的客车、物流车、医疗救护车、移动商业车等新能
源车“隆重登场”。

“我看到了未来交通工具的样子！”秘鲁记者Fran-
cisco Claros赞叹。

赶时代大潮，向世界扬帆。
党的二十大以来，湖北四化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180秒，这是一台东风岚图汽车下线的速度。新型工业化，

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率、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夯实压舱之石；
400P，这是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相当于20

万台高性能电脑的算力总和。信息化，引领产业和社会变
革，轰鸣创新引擎；

4.3万人，这是湖北近年来引回“阳新鞋匠”的人数。
城镇化，让农民在向市民转变中既留得住乡愁，也嗅得到
烟火，稳固中国根脉；

5万台，这是装备“北斗心”的湖北农机数量的总和。
农业现代化，让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滋养荆楚，筑
牢立国之本。

然而，如果站在更大的时空维度去审视，湖北四化发
展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依然存在——

新型工业化仍处于加速转型期，工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城镇化正处于加快推进期，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关
键指标仍低于全国平均值；

农业现代化正处于提质增效期，现代农业科技和装备
支撑面临新的更高要求；

信息化处于动能释放期，但作为经济大省的巨大市场
潜力有待挖掘。

“短板的存在，既与四化各自发展阶段有关，也与四化
融合度不高、协同性不足形成的瓶颈制约相关。”湖北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莉莉认为，

“信息化如同一枚神奇的开关，触动它即可引领节奏、鼓动
节拍，让四化在时间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一体布局、功能上
耦合叠加。”

2023年以来，湖北省委明确提出，以信息化赋能推进
四化同步发展，在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解决发展
不平衡问题。

差距就是潜力，“短板”也能成为“跳板”。以信息化为
牵引，湖北资源丰富。

算力稳居中部第一，拥有烽火、长飞、华工激光等领军
企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

数字基建实力雄厚、科创能力硬核突出、九省通衢得
天独厚，为四化同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共享“一朵云”，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双向奔赴”

一朵“云”能有多重？作为底座，力达万钧。
5月 28日，在武汉数字公共基础（以下简称“数公

基”）设施平台，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见识了全国首个“城市
一朵云”的万钧之力。

武汉市桥隧中心监测平台上，警报声急促响起。大屏
上，波形曲线急剧变化，红灯闪烁。

因大桥过载，高架桥主梁轻微位移，桥梁结构运行监测系
统触发“堵车”信号。很快，交管部门前往处置，大桥恢复正常。

这个“智慧桥梁”的实时监测管理系统，底座正是武汉
数公基平台。

去年，在武汉市政府指导下，武汉市属国企武汉产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整合旗下数字经济板块和全市数据产
业资源，成立武汉数据集团，统筹推进全市数字政府和智慧
城市建设。武汉数公基平台由武汉数据集团旗下武汉云计
算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具体建设，该平台整合各区各部门基
础数据，完成城市实体对象统一编码赋码2196.1万个，对
外提供188项数据服务，全面赋能政府管理、惠民服务、城
市治理、产业创新、生态宜居五大应用领域。

“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社会，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数
据标准。”武汉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钟收成说，数公
基就是政府主动作为、推进数字世界标准统一。

当万物都有了统一编码的“身份证”，城市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

在宜昌，基于数公基平台，一旦发现天然气管道、自来
水管等破损隐患，市民扫描上报，通过“身份证”提供的标
准地址快速定位，处置效率大大提高。

在襄阳，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形成各类服务接
口582个，各部门调用服务35万次，已在教育划片招生、
智慧房产、城管服务上开展应用验证。

立足长远、适度超前，湖北全面提升数公基承载力，为市场
主体提供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消除各类制约要素扩张的因素。

建平台。以城市数字模型为基座，对建筑物进行编码
赋码。去年12月，首批试点完成一期评估，黄石、十堰、荆
门、鄂州、孝感启动第二批试点。

建机制。推进数据生产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先增量、
后存量”的要求，实现建筑物白模精准定位、标准地址治理
对齐、“三实”数据关联上图。

建标准。制定《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标准体系总体
框架规范》，创新建立21位数的统一识别代码，赋予各类
管理对象数字“身份证”，支撑万物互联。

数据能成为资产吗？武汉数据集团旗下另一家数据
企业武汉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建军
给出肯定回答。

今年年初，经深圳数据交易所专业认证，该公司核心产
品“大数据能力平台”获颁“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招商银行
武汉分行随后发放首笔500万元的数据资产无抵押融资，
该公司因此成为湖北首个数据资产无质押融资的企业。

“数据要素要形成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驱动经济，
关键在应用，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数据交易，形成武
汉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全流程改革模式。”武汉产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凯表示。

数公基平台筑底，智能网联汽车、数智化病理服务试点如
火如荼，更多“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新范式加速形成。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双向奔赴”，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并肩作战”，数字经济奔涌向前、数字社会波澜壮阔。

以同步促平衡，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
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信息化发展大势
和国内国际大局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身处中国式现代化
的关键转折点，放眼全国乃至全球，由信息化浪潮所引领
的变革，正展现出惊人的速度和巨大的力量。

“人和信息系统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授人
以鱼’变成‘授之以渔’。”5月16日，在武汉举行的“数控
机床智能化技术研发高校合作伙伴会议”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周济一语道出信息化的关键。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湖北高扬信息
化之帆，乘势而上，快马加鞭。

2022年8月，数字经济强省三年行动计划出台，抢下
新一轮产业竞争赛道的战略先手棋。

2023年12月，“数化湖北”行动计划发布，大力发展
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建造。

数字底座不断夯实。一系列流动交易机制改革，激发
数字经济活力；一揽子数公基框架规范发布，被住建部认
定为行业标准。

数字名片不断刷新。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研发生
产基地、全国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制造基地、全国重
要的商业航天基地……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信息化的赛道上，湖北张开
双臂，拥抱数字未来。

发力数字基建。连续4年成功举办5G＋工业互联网
大会，全力实施“5G万站工程”，湖北5G宏基站数量累计
达12.5万个，“5G村村通”工程第5000个基站开通上线，
全省千兆宽带用户达856万户。

推进数实融合。湖北5G全链接工厂数量全国第二，
入选全球“灯塔工厂”2家；北斗星地一体化增强系统，将
全国3万多个卫星导航基站定位精度提升至厘米级；华工
科技等“链主”企业牵头，联合攻关打破国外垄断，全国
70%的三维五轴激光加工机床“湖北造”。

智能引领未来。全国“双智”试点城市武汉，自动驾驶
穿越机场、跨越长江，迈向全球“自动驾驶第一城”；武汉人
工智能研究院，孵化出全球首个千亿参数全模态大模型

“紫东太初”；瞄准未来产业，谋划实施人形机器人突破、
6G创新发展等八大行动。

今日之湖北，四化同步步履坚实。
工业化如铁流滚滚，汇聚着科技创新的力量；
信息化如智慧之光，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城镇化如春风化雨，描绘出美丽湖北的蓝图；
农业现代化如田园诗画，谱写出乡村振兴的乐章。
风起云涌的时代，总是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变革。
在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以独特的步伐，走

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湖北在“国之大者”中

明责任、找位置、强担当，以信息化赋能推进四化同步，奋
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的壮美篇章。

数字赋能数字赋能 四化同步行四化同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