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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 而动新

江夏：跃上潮头满目新

事实上，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
程，也是不断寻找新动能的过程。江夏
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

《江夏区志》记载，改革开放后，身
为武汉市郊区的江夏区（原为武昌县），
一直以农业为主导，是名副其实的农业
大县。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工
业立区”战略的推动下，江夏区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调整，到1995年时，第二产
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这一年的3月28日，国务院批复江
夏“撤县设区”，即撤销原“武昌县”，设
立“武汉市江夏区”。从“县”到“区”，对
江夏来说，不仅仅是由郊县到城区的转
变，更拉开了经济动能转换的大幕。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经济
强。也就是从那时起，江夏开始实现从
农业大县到工业强区的跨越式发展。

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为江夏
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基础。江夏境

内，京广铁路纵贯南北，京珠、沪蓉高速
公路立体交会，黄金水道长江穿境而
过，交通便利。

更值得关注的是，江夏区政府毗邻
武汉东湖高新区和高校密集区，在接收
技术、人才、资金、物资诸方面有先天优
势，为江夏打造“中国光谷”高新技术和
中医药产业辐射基地以及先进制造业
转移基地，拥有“近水楼台”的便利。

在“工业兴区、工业强区”战略引领
下，江夏发力大招商、大改制，形成光机
电、生物医药、新型建材、农副产品加
工、文化印刷包装五大工业板块，工业
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也将江夏经
济的综合实力推到新的高度。

2004年，江夏经济实力迈入全省县
域经济先进行列；2008年，跃居湖北县
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第一。此后，江夏
更是创造了湖北区域发展的纪录——
从2008年至2018年，连续11次雄踞全
省县域经济方阵榜首，连续2年入围中
国工业百强区。

其间，江夏还成功引进上汽通用，
并带动近40家一级配套供应商在江夏
投资建厂，形成较为完整的汽车产业
链。

在以“通用产业链”为代表的产业
集群的推动下，2021年江夏实现GDP
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10.23亿元，
同比增长14.0%，增速居武汉市新城区
第一。

成功跻身“千亿俱乐部”后，江夏抢
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在
向“新”中谋“质”，积极推进产业、科技、
企业、资本、人才全链条引育、全要素配
置，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产业转型为支撑，夯牢新质生
产力的坚实底板。围绕新型工业化，
江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车、光、
康”主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智能
物联”新兴产业、“预制菜”特色产业、

“量子科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未
来产业的“3311”产业体系，力争五年
内实现 GDP 超 2000 亿元的“千亿倍
增”。

先立后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
托地处湖北汽车产业和光谷科创两大

“万亿级”走廊交汇点的优势，推进车光
产业跨界融合，带动汽车产业向新能
源、智能网联转型，打造汽车转向、智慧
车灯等特色集群，汽车零部件入选工信
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聚链成群，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实
施“链长+链主+链创”的“三链协同”机
制，打造13条产业链，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集群。新能源产业链仅用2年时间，
汇聚多家头部企业，形成“研发制造—
系统集成—能源装备—关键部件—电
池回收”等链条，实现产值70亿元的增
长。

以快制胜，抢滩布局未来产业。抢
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风口，汤
逊湖光量子研究院等技术成果加快从
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中仪公司的履带式
箱涵检测机器人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问
题，以未来产业开创产业未来。

以创新转化为核心，点燃新质生产
力的动力引擎。以武汉都市圈汤逊湖
组团建设为契机，立足24所高校、31万
大学生、12家科研院所、13个国家级创
新平台等丰富资源，发挥生态好、空间
大、综合成本低等比较优势，坚持“有所
为、有所重点为”，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创

新转化体系，打造“创新转化首选地、山
水活力未来城”。

从政府服务端提效，优化创新生
态。坚持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
与创新赋能相结合，引入大湾区科创服
务中心，打造“人工智能+技术情报+全
国协作网络”的科技成果转化供应链平
台，为重点企业建立数字化“一企一档”
的“科创属性档案”。

从市场需求端着手，激发创新活
力。探索实施“有组织的科研+有组织
的成果转化”，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亿元以上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74%、5
亿元以上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90%；支
持企业开展“揭榜挂帅”，最高补贴比例
达项目总投入的40%。

从研发供给端加力，推进创新转
化。与华科大、华师大等“双一流”高
校，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6个，实现新
型储能、“人造血管”等项目产业化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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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潮头？

去年大湾区，今年京津冀，连续两年奔赴千里参
与“抢人大战”，江夏很忙，也很拼。

今年5月18日至19日，“智会京津冀，才聚汤逊
湖”——武汉江夏·京津冀双招双引系列活动在北京举办。

行程满满、步履匆匆，收获却颇多：江夏签约智能制
造、光电子信息、新能源、大健康、未来产业等31个项目，
总金额352亿元，为经济接续高质量发展埋下了种子。

一年前的深圳，“智会大湾区，才聚汤逊湖”——
武汉江夏·粤港澳大湾区招才引智系列活动，同样行
程满满、收获满满。

2天时间，7场活动，江夏签约总投资272亿元，引
入人才2100余人、有意向回流江夏的校友企业20余
家、有意向回汉创业就业的湖北籍人才700余名。

频频千里奔赴的背后，是江夏区聚焦招才引智核
心要素，以人才引育为关键，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加速
迸发。

坚持以人为先的“人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围绕
“引育新江夏人、共建新江夏城”目标，江夏建立“引进
来—留下来—带回来”的全方位服务生态。

把人引进来。密集出台招商10条、汤逊湖人才
10条等“政策包”，对A、B、C、D、E五类人才，最高给
予100%的房票补贴，对创业团队给予最高2000万元
的项目经费支持和1000万元的科研配套资金。赴大
湾区、京津冀开展招才引智活动，意向回流高端人才
4800余人，每年超2万名大学生留“夏”，获评湖北省

“人才基地”。
把人留下来。紧盯人才“落脚地”“另一半”“老一

辈”“下一代”等需求，加强商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
务供给，布局环汤逊湖大学创业带，建设科技工作者
社区、梦想小镇，打造全省青年发展型城区。

把人带回来。坚持“以才引才、以才聚才”，实现
引进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引进中国船舶710所
研发中心，带动1500名人才队伍到江夏安居；腾讯布
局AI文档业务，带动2000名人才入驻。

厚植人才沃土，还要激荡人才活水。江夏以资本
引投为手段，加注新质生产力的充足活水。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成立“1+5”区级政府
投资基金体系，聚焦产业、创业、天使、乡村振兴、城市
更新等5大领域，相关做法入选2023年度全国“地方
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直投”送上“及时雨”。坚持看准就投，累计直投
项目11个、投资金额2.93亿元，支持本土企业快速壮
大、新兴企业加速成长。

“领投”打造“强磁场”。探索基金招商、以投带引
方式，吸引祥鑫新能源、健世科技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

“敢投”深耕“黑土地”。秉持长期主义的投资理
念，出台政府投资基金容错纠错办法，放宽风险容忍
指标，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良好环境。聚焦芯
片成长企业安湃芯研，给予专项投资，助力企业加快
研发制造，新一轮估值较上一年翻了三倍。

才迸发新

光谷南大健康产业园。

向 疾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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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武汉基地。

武汉新一代天气雷达点亮江夏夜空。

位于江夏区的武汉科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车间
里，湖北首条铁路货车柔性端墙机器人焊接生产线。

江夏藏龙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