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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
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决 定 摘 录

现 场 探 访

新地标里话改革

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记者和你一起读《决定》

解放大道的最繁华处，是闻名全国的武商
MALL。

7月 26日下午4时许，武商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潘洪祥来到武商MALL的C座2楼
中庭。此刻，这里已变身为一个木头建造的城
市快闪森林，不少游客小坐休憩。潘洪祥和记
者各自领取一张树木贴纸，制作成木头小树，
并将其融入桌面森林中。

“首发经济是什么？”面对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的提问，潘洪祥这样解答：首发经济发轫
于首店，最初用于描述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
场时开设的第一家门店。首发意味着“新”，
比如人们熟悉的首店、首展、首秀、新品首发
等。

武商在改革的洪流中发展，已成为湖北商
业流通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潘洪祥认为，推

进首发经济，将为武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
建中带来新机遇。

“就在刚才，我们与香港半岛精品店确定
了在汉首发今年月饼限定新品的合作。”潘洪
祥介绍，梵克雅宝Perlee华中首展、小米“性能
魔王 无惧挑战”全国独家展、粤式茶点点都德
华中首店……今年上半年，武商集团共引进首
店39家，举办首展90场，首发商品165个，让
顾客“每天都有新感觉”。

在负一楼的武商 MALL·武商里，Hot
Crush面包店、泽田本家铜锣烧、米村拌饭、
minono冰激凌、王繁星面馆等多个华中首店
已开业。晚餐时分，多个门店的等位区已坐了
许多顾客。

“这表明，武商集团积极打造首发经济方
向正确、前景广阔。”潘洪祥说，火车跑得快，还

得车头带，首发经济就是拉动消费的“火车
头”。消费者对新鲜、独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
务需求不断增加，首发经济能满足这些需求，
也可以拉动更多人消费。

在一楼国际名品区，今年4月全新形象
升级的LV（路易威登）精品店对顾客吸引力
十足。LV曾携一颗重达1758克拉的钻石原
石来汉举办华中地区的首展，当时适逢“赏
花季”，LV为外地顾客定制了多日游，留他
们在武汉赏樱花、登黄鹤楼、看“知音号”、品
美食。

“这也说明，首发经济能让品牌与城市碰
撞和融合。”潘洪祥说，首发经济的意义不单
单是为一个城市带来一场新品发布活动、一
场品牌的展示和走秀，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
商业模式，围绕首店和总部集聚形成产业的

生态圈。
“在华中地区，武汉已成为首发经济落地

的第一选择。在与北上广深分羹首发资源时，
武汉如何成为更多国际新品名品首发地？”记
者追问。

“武汉以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商业活力，
引领着商业革新。首发经济将继续放大这
一引领性。”潘洪祥介绍，今年武商集团将
迎来65周年庆，他们将联动“知音号”、“古
琴号”、黄鹤楼、长江灯光秀等文旅资源，在
武汉举办国际品牌全国首展首秀首发，邀
请百大品牌总裁齐聚武汉，打造现象级演
出，“让最新款、最新潮的产品和服务在武
商率先上市，不断激发‘首发经济’新动能，
为武汉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出新的贡
献。”

对话武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洪祥

首发经济就是拉动消费的火车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丽琼 实习生 王家颖 通讯员 李晴虹

7 月 22 日，星期一，一个普通的工作
日。在位于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
区的劲牌研究院微生物研究室内，38 岁
的陈申习博士脱下外套、穿上白大褂，开
始了忙碌的一天。

一上午，他就没停过，不是做酒曲的微
生物分离，就是做菌株鉴定；眼睛不是盯
着那些烧杯、量筒，就是盯着电脑、显微
镜。

“我每天要跟上百种微生物打交道。”陈
申习说，他的工作就是将酒曲中的根霉、酵
母、细菌等主要微生物一一研究清楚，通过
科学配比让酒曲变得更加稳定可控，从而提
高酒的品质。

陈申习是劲牌研究院微生物研究室主
任。他所在的劲牌研究院，是劲牌公司的

“科技大脑”，拥有专职研发人员410余名，
其中硕士、博士占比40%以上，专门开展保
健酒、草本白酒、中医药产品研发和基础应
用技术研究。以科技为核心，劲牌已成为专
业化的健康产品企业，产品覆盖全球20多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劲酒成为中国保健酒行
业领军品牌。

“劲牌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

来的，并不断在改革释放的红利中成长。”劲
牌公司企业管理部部长程丹介绍，在企业技
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等关键环节上，政府通过各项改革举措为其
提供支持，无事不扰，让企业心无旁骛地做
研发、闯市场。

2016年，在原技术中心的基础上，总投
资3.8亿元、参照国际一流水准设计的劲牌
研究院建成投用。

劲牌公司副总裁、劲牌研究院院长杨强
介绍，该院建有12个国家及省级科研创新
平台，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同步整合全
球优质科研资源，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
高校建立广泛的产学研合作，与美国哈佛大
学医学院、日本大阪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等院校开展技术合作，以提升劲牌产品品
质。

中药指纹图谱技术是劲牌的核心技术
之一。在劲牌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一排排高效液相色谱
仪、气相色谱仪等精密分析实验设备，与设
备相连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幅幅类似于
心电图有多个波峰波谷的图谱。

“我一天需要处理六七个种类的药材样

品，将药材样品进行处理后得到供试品溶
液，放到仪器上进行分析得到图谱。”该中心
药品仪器分析员胡敏指着电脑说，“图谱上
一个谱峰代表一个化合物，谱峰的高低代表
化合物含量的多少。有多少谱峰，就相当于
有多少个‘指纹’，所有的‘指纹’与标准图谱
都对上了，才是真正的道地药材。”这项技
术，也成为劲牌始终坚持“用做药的标准生
产酒”的底气。

“《决定》中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
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
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继续坚定了我
们的发展信心。”杨强介绍，劲牌目前开展
的产品、工艺、质量和基础研究项目数量
高达百余项，每年确保销售收入 3%以上
的资金用于科研创新。截至目前，劲牌共
有22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达到“国际领先
（先进）水平”，拥有114项国家授权发明专
利，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行业科技奖励25
项。

“企业在研发上舍得投入，就是对改革、
对发展有信心。”杨强说，劲牌公司将继续加
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健康
产品，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在劲牌研究院看民企创新发展

做研发越专注 闯市场越有劲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左晨 通讯员 周平

武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洪祥接受采访。
（湖北日报通讯员 邬妍 摄）

7月22日，研发人员在劲牌研究院实验室内忙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通讯员 周平 周巍 摄）

推动更多民企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
□ 左晨

短 评

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鼓
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
改革举措，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为民营经济厚植发展沃土、注入强劲动

力。
作为湖北民营企业的标杆，劲牌成长

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通过
改革向“新”求变，在研发上舍得下本钱，换
来新技术、新产品持续升级，发展潜力得以
释放。

《决定》提出，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
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
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面向
未来，相信广大民营企业将成为一股新鲜血
液，并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市场化运作思维模
式，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

半年经济看亮点

打开今年上半年湖北民生账本——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53.84万人；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7978元，同比增长4.9%；十大民生项目
有序推进、进展顺利，其中不少进度超100%，提
前完成年度目标，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

“民生实事贵在‘实’，不光体现在事情实，
更体现在可量化、责任实。”在湖北省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冯桂林看来，10大类52项民生实事，
从“幼有善育”到“青年乐业”再到“老有颐养”，
不同群体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事项大多数都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半”，可看出各地狠抓落实
的民生力度。

以青年群体实事项目为例。我省2024年
十大民生项目提出，要新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40万人以上，扩大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试
点、做好青年友好城市空间范例打造等工作，建
设“青年之家旗舰店”100个、“青年夜校”基地
100个等等。

今年毕业季，助力毕业生“好就业、就好
业”，湖北各地人社部门靶向施策，引导人才服
务机构与高校紧密对接，将以往综合型的招聘
活动转为行业、地区、技能人才等不同细分类型
的专场招聘，提升招聘活动的精准性与覆盖
面。在武汉青年人才之家，来汉就业的青年人

通过小程序预约，就可享受7天免费住宿，降低
求职成本。

让青年乐业，还要让青年安居。在住房这
件民生大事上，湖北正在张开双臂，拥抱越来越
多的新青年、新市民。截至今年6月，我省已新
建（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67万套（间），占年
度目标的 66.7%，其中武汉市为 2.86 万套
（间）。一批集生活居住、社交共享和创业发展
等功能为一体的“青年社区”，成为留鄂年轻人
的理想“家”。

实事项目有针对性，实现路径也愈加清
晰。以住建领域民生实事为例，省住建厅将工
作目标分解到市州，工作措施落实到项目，建立
跟踪指导机制，一批实事项目已提前达标。

截至6月底，全省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完整社区建设、“照亮回家路”专项行动、更换新
型窨井盖等，均超100%。老旧小区安装电梯、
适老化改造等民生重难点项目，也在不断破题。

“发展是为了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
点，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冯桂林建议，要加强
建立定期调度、考核评价等监管机制，不断细化
项目、任务、责任、政策等实事清单，进一步将惠
及民生的实事办好、好事办实，真正办到群众心
坎上。

巧用“边角料”增绿又实用

湖北新建160个城市口袋公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宇 通讯员 袁平 实习生 王同一

傍晚，暑气渐消，宜昌市夷陵区的银河口袋
公园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居
民沿着步道拾级而上，两边植被绿意葱茏，时而
微风拂过，好一幅悠闲的夏日图景。

“别致精巧，颜值很高。一眼望过去，开阔
多了。”7月25日晚，家住附近的陈女士带着孩
子来遛弯，对这个上新不久的公园称赞有加。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丛生，居民路
过都不会多看一眼。该“边角料”地块位于郭家
湾二路与东方大道交叉口，背靠山体，占地约
8000平方米，已闲置多年。

近年来，随着周边小区入住率提高，人流、
车流都多了起来，附近居民们也希望有个散步
闲坐、休闲锻炼的公共空间。今年3月，夷陵区
决定将这里打造为“春季赏花，四季休憩”的口
袋公园。

“因地制宜，依需而设。”夷陵区林业局园林
中心主任魏华玲介绍，根据地块特点和市民需
求，结合年初义务植树活动和山体复绿计划，该

公园沿着山体地势种植垂丝海棠、西府海棠、红
榉等可赏花观叶树种，并增加了步道、休息椅、
休憩廊亭等便民设施，以及户外秋千、打卡小景
等趣味设施。

5月中旬，一个集休闲娱乐、亲近自然、赏
花观景为一体的城市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
很快成了周边居民夏日乘凉的好去处。

“口袋公园虽小，所承载的功能却不小。”魏
华玲表示，口袋公园既拓宽了城市绿色公共空
间，又满足了群众就近休闲、运动的需求，让居
民走得进、坐得下、玩得开。今年以来在中心城
区已建成开放6个口袋公园，还有一个正在建
设中。

放眼全省，社区间、马路边、拐角处……口
袋公园见缝插针地点缀城市的街头巷尾，成为
居民喜爱的休闲娱乐场所。据省住建厅统计，
截至6月底，全省已新建嵌入式城市口袋公园
160个，占年度目标的72.7%，新增绿地面积约
82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

制图/万璇（数据来源：省住建厅）

上半年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3%
快于城镇居民2.3个百分点
城乡收入比缩小至2.47：1
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均月收入为5678元
同比增长6.0% 增幅高于去年同期4.9个百分点

截至6月底
全省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046个
占年度目标 101%
全省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完成加装电梯 1713部
占年度目标的85.7%

急难愁盼事项大多完成过半任务

100 背后的民生温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宇 实习生 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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