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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楼宇、园区、环大学创新带——

四级创新空间助力科技型企业成长
展开洪山地图，北港工业园、青菱都市工业园、烽火创

新谷、融创智谷、创意天地、洪山科创大厦、武钢云谷·606
产业园和地大宝谷创新创业中心等八大产业园渐次成
型。“十四五”以来，洪山区新增创新街区（园区、楼宇）15
万平方米。

“‘孵化器—楼宇—园区—环大学创新带’四级载体，
环环相扣，各有侧重。”林文书说，其中园区的作用最不容
小觑。

作为武汉市首个人工智能主题产业园，融创智谷园区
重点引进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创新产业，如今入驻企业
已突破500家，年纳税额超3亿元。

这样一个“金窝引凤”的故事让林文书印象深刻：专注
于电力安全领域的武汉里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从租用
180平方米办公空间起家之时，洪山区就率先关注到了这

支“潜力股”。2018年，因看中洪山区丰富的科教资源和
产业氛围，该企业在融创智谷园区一口气买下独栋大楼，
将研发、销售等核心业务都搬来了洪山。“入驻园区6年以
来，里得电科在‘配网不停电作业’领域不断拓展业务范
围，实现高速成长，年税收额最高近亿元，而且每年还在持
续增长。”林文书说。

“像里得电科这样的企业，洪山区正在挖掘、培育的还
有不少。”林文书说，洪山区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共治共
赢原则，提升园区楼宇经济的层次和能级，引导相关行业、
功能相近的企业在园区楼宇内聚集，全力打造转型发展承
载空间。

截至目前，洪山区高新技术企业从2020年560余家增
长到2023年1300余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从2021年
21家增长到2023年90家，两年翻两番。

服务高校和企业，打破成果转化“隐形墙”——

环武汉理工大学创新带率先发力
据统计，洪山区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55%，远高于一般城区。为承接大学优势学科“资源溢出”
“知识溢出”，大学周边空地，渐渐变身为创新产业园区和
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地。

针对科教资源优势发挥不充分、成果转化不顺畅等问
题，洪山区专门设立大学之城建设服务办公室，服务对接
辖区高校，推动区经科局机制改革，扩充干事人才储备，要
求其在为企业提供科技服务的基础上，同步开展招商、培
育等工作，当好科技成果转化的“穿针引线人”，并于2017
年成立洪山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于提升洪山区对
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精度和准度。

以武汉理工大学为圆心向外展望，洪山科创大厦、理

工大科技孵化楼二期、长江三峡数字芯片研发中心产业
园、智能制造产业基地A区B区等创新载体空间集聚校园
周边，形成了一条创业在孵化器，成长在楼宇，集群式发展
在园区的阶梯式企业培育路径，产业链紧密咬合着创新
源。目前已入驻科技企业120家，与学校开展横向科技合
作283项，环理工大创新带正加速形成。

“为打破高校成果转化‘隐形墙’，下一步，洪山区将重
点围绕7个双一流大学，按照由点到面成带的思路，推进
环大学创新带建设。”林文书说，主要围绕环华科大—地大
的鲁磨路—珞喻路创新带，加快推进华科大2个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地大双创中心建设；围绕环华农的珞狮南路创
新带，加快推进华商科技孵化器、洪山实验室建设。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撬动创新资源“变现”——

“市场之手”，培育创新发展动力
“近年来，洪山市场主体增长很快，目前已突破22.5万

户，年均增速13.2%，科创型企业发展势头尤其迅猛。”林
文书说。

位于北港工业园的天辉科技在全市首试“工业上楼”，
建设面积在原先基础上翻了十倍，并引入医佳宝、三峡智
控等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去年，园区年产
值达到4.5亿元。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成功“上楼”的经
验做法，也吸引其余工业企业主动求变，目前北港工业园
内，云浩科技大厦、三峡科创园（洪山）B地块等6个“工业
上楼”项目正加速建设，产业升级随之打破“天花板”。

武钢云谷·606产业园原为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厂，2022
年武钢集团和洪山区联手，仅用一年就让这座闲置的钢铁
老厂房转型升级为科创文创主题园区。目前园区入驻率达

到86%，今年9月，“懂车帝”最大线下汽车商城落户园区。
“洪山区持续以科创型企业孵化、培育、引进为主线和

方向，内育外引、大小并重，推动市场主体强筋壮骨。”林文
书说，腾讯系集中落户，武钢云谷·606产业园、融创智谷、
北港工业园等一批园区运行良好，正是因为激活了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的创新内在动力。

今年，洪山区率先探索试行“先投后股”改革，由洪山
科投集团主导，先期向科技企业“投”入财政科技经费，当
该企业后期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后，再按照约定将投入的财
政资金转化为股权，并按照“适当收益”的原则逐步退出。

“政府资金从撒胡椒面式的无偿支持转向精准靶向支
持，以市场‘无形之手’投资、招引、培育一批有前景、有潜
力、有实力的初创型高科技企业。”林文书说。

守住每一寸产业用地，把空间留给创新发展——

中心城区数千亩产业用地为转型“托底”
在完成了占全市34%的城中村改造后，洪山区当前拥

有7500余亩位于中心城区的宝贵产业用地。
林文书说：“承接创新资源，必须留足承载空间。守住

每一寸产业用地，把空间留给创新发展之需，这非常关键。”
在南湖北岸，通过空间腾退，华中生态科技城正拔地

而起。腾讯系七家相关企业先后落户，建设阶段便完成每
年纳税数亿元。

张家湾毛坦村正在建设光大·名诚大健康产业园。年
初，企业以租下村集体零散地块等形式，仅用2个月时间
就整备出101亩产业用地，招引来5亿元项目投资。

一组“一增一减”的数据印证着洪山的转型之路。房
地产和建筑业占 GDP 比重三年内下降超 10 个百分点，
GDP 年均增速却均保持在 5%左右，税收保持增速 7%左
右；高新技术企业年均增长近 300 家，以约占全区企业
1.6%的数量，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GDP、13.3%的税收。

城市向新，生活更好。林文书表示，按照省市部署和
要求，洪山着力创新驱动，高校、楼宇、园区聚集成势，创新
活力交融积淀，必将让这座年轻的人口大区散发更加迷人
的光彩。

（参与采写：栾嘉雯）

洪山区委书记林文书——

“由点到面”
推进环大学创新带

■长江日报记者
张晟 秦璟

“贯彻落实市委
全会精神，洪山区的
主要任务就是抓创
新。围绕如何促进科
教优势转化、如何加
快转型发展，紧紧依
靠科教资源富集这个
最显著优势，加快建
设环大学创新带，推
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和产业化，促进科教
人才优势转化为创
新发展优势。”

10月11日，洪山
区委书记林文书接
受长江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集中力
量做好产业转型工
作基础上，洪山区将
着力以创新转化为
动能，全面释放转型
发展潜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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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智谷园区。

沉浸式体验成为年轻人“晚餐”重点选择
在武汉天地，有一家用时间命名的西餐厅——“PM6∶30

树林餐厅”。
“取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青年人群下班后，通常会选择

这个时间约会吃饭。”PM6∶30树林餐厅负责人石浩介绍，
“我们有一句宣传语，‘meet you at PM6∶30’，意思是和你
相见于六点半。”

基于在新西兰的留学经验，除了餐品，石浩与他的合伙
人也十分注重餐厅的布景与氛围。“选择武汉天地主要也是
看中了这片小树林，我们希望能为就餐的顾客提供一个可
以舒适放松的环境。”每到傍晚，林间的灯光布景便会逐一
点亮，市民坐在小木屋用餐，能体验不一样的大自然气息。

近年来，随着武汉的夜经济持续升温，各类夜间餐饮活

动、促销和优惠政策的推出，不少店铺敏锐察觉市民对于夜
间餐饮模式的兴趣增长，抓住夜经济商机。

COMMUNE幻师是一家2016年在武汉诞生的全时段
餐酒吧，门店已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

“最忙的时段大概是在晚餐时段到凌晨。”该品牌武汉
天地店负责人表示，与白天相比，夜间餐饮消费顾客对于产
品的喜好以及消费目的都会更加多元化。

“在一天的忙碌之后，除了满足基本的饱腹需求外，顾
客对于社交、放松和享受需求会更大，停留的时间相对会更
长。”这位负责人透露，面对更多元化、个性化的用餐需求，
店铺将陆续举办主题市集等特色活动，为消费者的社交体
验带来更多选择。

“夜购”“夜游”正逐步成为新时尚
10月7日，随着夜幕降临，市民吴女士拿着拍立得，排

队等待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墙小火车。“坐小火车上
去，不仅能逛街，还能远远眺望黄鹤楼、龟山电视塔等武汉
地标，很适合拍照打卡。”她表示，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
体验。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美食街”类夜游，多
元化、差异化、特色化、品质化的新业态融合下，夜经济增
长赛道中涌现出许多新场景新业态，夜消费正成为新的
增长点。

下了小火车，街区的山顶旅岛营地夜间最是热闹。刚
过去的国庆假期，街区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参加城墙音乐会，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未来，我们计划每个周末
都在营地举办城墙音乐会系列活动，希望能与武汉和外地
的优秀音乐人一起做好这个音乐会IP，成为武汉夜经济的

一张名片。”昙华林旅岛营地项目负责人王璇说。
不仅是商圈在努力策划夜间消费活动，越来越多的街

边小店等小微企业也愿意延长夜间营业时间。
在武昌万象城红苹果市集的一角，31岁的龚小姐正在

摆放五颜六色的饰品，准备“开摊”。这个名叫“GaliGali可
爱便利店”的小铺子里摆满了她亲手制作的耳环、戒指、手
机链等可爱的小物件，深受年轻女性和小朋友的喜欢。“这
些都是我亲手设计制作的，这个小品牌我已经经营了两
年。”龚小姐说。

与传统的小微品牌不同，两年间，龚小姐主要的营业地
点均是商业圈内的市集小摊。“武汉夜间的市集活动很丰
富，基本全年都能找到合适的摊位。”她说，“很多市民下班
后或周末都会选择逛逛市集，特别是遇上‘红苹果’这种有
主题策划的市集，客流量会更可观。”

夜经济商圈需挖掘自身文化特点
今年3月，央视财经发布的首个“中国夜经济活力指数

报告”显示，武汉上榜中国夜间消费最活跃十大城市。
走进江汉路步行街，下班后的市民闲庭信步地走在热

闹的街道上，街边小吃摊主也早早烹饪起自家的招牌美食；
走进武汉万象城，“梯田”式阶梯上的店铺把氛围灯点亮，丰
富多样的品牌与夜景为市民带来了别样的购物体验，增加
了消费新鲜感……

“夜购”正逐步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数据显示，目前
全省有11地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中
4处在武汉，分别是江汉路步行街、江汉朝宗风景区、楚河
汉街、红T时尚创意街区。此外，武汉还拥有昙华林历史文
化街区、光谷步行街、汉口里商业街、武商梦时代等13处省
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加上此次新入围的4处，近七成消费聚

集区为街道或商业综合体。
“当前，武汉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自然就

包括了夜经济场景，相应地就会带动夜购活动发展。”中
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许光建认
为，湖北省和武汉市在促进夜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
显著成效。

“武汉的‘夜购’经济更上一层楼，需要提升夜间文
娱、餐饮活动的品质。不少消费者在参与餐饮、娱乐等服
务消费的时候，可能会顺便到商场购物。”许光建建议，不
同的夜经济商圈应当针对其消费特色，充分挖掘自身文
化特点，以更现代、易被年轻人所接受的方式包装“夜经
济”活动。

（雷心蕊）

武汉再添4处夜间消费集聚区
新“夜态”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近日，湖北省发改委公示2024年湖北省夜间消费集聚区初选名单，武汉天地、恩施街、武汉万象城
和花园道4处入围。

夜经济延长消费时间、拉动实体消费，已成为激发经济活力的重要因子。商务部发布的《城市居
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显示，中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购物中心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
比超过全天的一半，旅游人均消费方面，夜间消费是白天消费的3倍以上。

“夜购”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武汉消费的重要引擎，而户外露天演唱会、户外主题集市等
新业态的出现，也为商圈带来更多活力。

▲在武汉
天地，年轻人
晚上在餐厅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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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晚，武汉著名音乐人冯翔在昙华林演出。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