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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联合发
布了2024年前三季度武汉市经济运行情况。前三季度，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GDP）达14720.98亿元，同比增长5.1%；进出口总
额达2908.50亿元，同比增长16.8%，比上半年加快8.1个百分点。

一系列数据显示出武汉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全市外贸发展
显现韧性、彰显活力、蓄积动能。

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市近600
家企业组团到上海参展“采购”，在寻求更好更优质的进口产品
同时，向世界“吆喝”武汉产业发展新成果。

将签一批亿元“大单”，涉及消费医疗等领域

正准备前往上海参会的武汉长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友
好跨境总经理刘才溢透露：“我们将购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德
国的奶粉以及法国和美国的美妆品，还有进口保健品。”

作为大型国际贸易平台，此次参加进博会，企业采购的海外
保税商品将通过跨境平台出售，以更优惠的价格直接到达全国
消费者手中。“我们去年成交了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签下更多
订单。”刘才溢说。

一同前往上海的武汉大兴蜂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湖北知名
“老字号”，今年是第四次参加进博会。“我们之前专注于出口业
务，海外客户分布在日本、东南亚、中东以及欧洲等国家和地
区。”大兴蜂业总经理黄阳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对国外优质食
品和保健品感兴趣，“我们希望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把巴西、新
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特色蜂产品引进到国内，让消费者享受

到更多全球优质产品。”
本次进博会上，武汉参展团队将签约一批亿元“大单”，涉及医

疗器械、冷链生鲜、美妆等多个领域。来自武汉的医疗领域专家代
表一同前往，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将现场签下亿元合作项目。

从展品到商品，再到重大合约落地，全球的优质产品和项目
将齐聚武汉，为市民带来更新鲜的消费体验。

“老汉味”搭配新产业，武汉展区高科技吸睛

本届进博会上，湖北将搭建810平方米综合形象展区，为历
年规模最大。

展会现场，有“天下第一步行街”美誉的江汉路步行街将被
“搬”进展区。届时，非遗传承人将现场向全球观众展示武当武
术、黄梅戏和皮影戏，武汉面塑、汉绣、雕花剪纸等9项非遗技艺
展品也将一同亮相。

“扬子江”的樱花饼、“老万城”的枇杷秋梨膏、“汪玉霞”的豆
沙绿豆糕……展区还将摆放武汉“老字号”小吃，向世界宣传“汉
味”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进博会上，湖北展区内设有“产业开放”
板块，东风汽车、芯擎科技、依迅北斗等高新技术企业将在这里
集中展示武汉五大优势产业的最新成果。

“我们将展示北斗高精度农机自动驾驶终端、北斗高精度智
能网联终端等产品，向国内外观众演示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智
能网联、精准农业、应急救援等领域规模化应用的典型成果。”武
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徐丁表示，将充分

运用进博会平台，让更多企业了解北斗前沿科技。
武汉新城是本次展区亮点之一。国内首颗400G硅光收发

芯片、首台高端晶圆激光切割设备……这些“独树一帜”的光电
子信息产品将成为武汉走向全球的“独一无二”新名片。

高新出口增长近两成，“提质扩量”跑出加速度

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全市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1076.24亿元，同比上升11.02%，其中出口额657.59亿元，同比上
升19.8%。

外贸“提质扩量”，离不开各方“共同奔赴”。
除了进博会，今年以来，武汉市商务局组织企业参加重点境

外展会96场，参展企业161家，成交额超15亿美元，行业涉及综
合工业、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医药医疗、纺织服装等十大类
别。“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传递出武汉经济和产业“走出去”的
强烈信号。

“岚图汽车正积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逐步成为一家全
球化的公司。”岚图汽车CEO卢放说，到2030年，品牌将进入全
球60国，并建成500家销售服务网点，海外销量突破50万辆。

今年上半年，华工科技国际业务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30%，并
在泰国、越南分别成立子公司，计划今年新增5家海外工厂。就在
上月底，华工科技首条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智能产线出口欧盟。

武汉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推进“千企百展”拓
市场计划，让更多优质企业和优质产品走出去、走得稳、走得远。

（雷心蕊 李喆凤）

■长江日报记者张勇军

11 月 3 日，周日。东西湖
区 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
司厂区，一辆辆货车从这里驶
出，将TCL空调运送到全国各
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今年
已完成 350 万套空调生产，年
产值达70亿元。

在汉江北岸，4 座超级工
厂已矗立在革新大道南北。

2022年以来，TCL空调武
汉智能制造产业园、宝龙达集
团武汉总部及生产基地、创维
武汉Mini LED显示科技产业
园、创想三维3D打印产业园，
先后集聚在革新大道与新城十
八路附近，催生出一个 3 平方
公里的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产
业集群。

“这 4 家链主企业不仅带
来了上下游产业链，还推动了
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形成了一个以智能制造
为核心，集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百亿级
产业带。”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党
工委书记黄昌建介绍，“这条黄
金产业带，今年产值规模将达
200亿元。”

“超级工厂”集聚
催生百亿级产业带

4 座超级工厂的到来，让
革新大道成为东西湖区产业创
新轴。

TCL 空调武汉智能制造
产业园内，有24小时全自动生
产的黑灯工厂、16个先进实验
室、8条数字化智能生产线，以
及全球首条无尘新风空调专用
生产线。TCL空调内销产品，
八成产自这里。

宝龙达集团武汉总部及生
产基地的智能化生产车间里，
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生
产线开足马力，各种电脑零部
件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出来。

“目前，武汉生产基地设有
8条电脑主板生产线、6条整机
生产线。”宝龙达集团副总裁向
东介绍，联想、华为、小米、浪潮
等都是其客户。“宝龙达武汉总部今年产值约 80 亿
元。随着集团全球业务的恢复，预计2025年产值将超
过100亿元。”

创维武汉Mini LED显示科技产业园致力于打造
封装及背光模组全国总部。今年2月起，6条产线火力
全开，1—6 月共出货 50 万台，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出
口。湖北创想三维科技公司专注3D打印技术的研发
和生产，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黄昌建表示，随着TCL空调海外订单的到来、宝
龙达集团全球业务的恢复，以及创维MiNi LED显示
的全面量产达产，这条产业带值得期待。“未来两年，以
这个智能制造产业带为基础，一个产值逾500亿元的
智创小镇将诞生。”

吸引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链

11月3日上午9时，TCL空调武汉智能制造产业
园武汉金翔精密管件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根根空调铜
管从全自动数控下端弯一体机产出，公司负责人尤俊
穿行在生产线间，巡检每道工序是否合规。

金翔公司专门生产空调铜制管件，是 TCL 空调
的重要供应链企业。2023 年 10 月，金翔公司搬到
TCL 武汉智能制造产业园，工厂规模扩大到 4000 平
方米，产值规模也在逐年增长。“我们跟主机厂无缝
对接，产品出门就到了主机厂，除了减少了物流成
本，还方便沟通。”

围绕链主企业招商，集链成群，构建产业生态。
今年 9 月，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在东西湖区
召开供应商大会。“有针对性地引进重要供应链企
业，打造较完整的产业生态，也是这次大会的目的
之一。”

黄昌建介绍，截至目前，4家链主企业已引进了10
余家上下游企业。“创维武汉Mini LED显示科技产业
园引来了创维光伏、创维安时达、品信电子、瑞图科技
等多家企业。金翔管件、麦格尔实业、朗伟科技、法思
特、万颗子等5家企业入驻到TCL空调武汉智能制造
产业园。”

据了解，宝龙达集团武汉总部二期项目将重点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链。“这个新型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一旦形成，将加快推进东西湖区工业转型升级。”
黄昌建说。

（参与采写：谭经田）

近六百家武汉企业组团参加进博会
进口全球优质产品，展示产业发展新成果

产业链紧密咬合创新源

环大学创新经济带正在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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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洪山区的武汉创意天地园区。

（上接第一版）
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重点“小巨人”企业已成为国内排名前五的智能座舱显示产品供
应商，与东风、蔚来、理想、上汽、五菱、吉利、奇瑞等车企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已经从车载显示屏、AI助手、全数
字音频、智能表面等汽车零部件领域扩展到座舱域控制器、跨域
控制器等设备体系。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海微车载OLED零
件出货量全球占比超四成。

“武汉在全球城市中较早布局车载新型显示，通过创新突
围，海微相继开发出全球首款车规级Mini LED背光显示屏和
柔性显示屏等多项突破性产品，在激烈竞争中找准清晰的规划
和节奏，坚定创新。”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微今年前三季度实
现了稳健增长，同比增长约48%。

武汉市经信局电子信息产业处主要负责人介绍，光电子信
息产业异军突起，与武汉长期重点发展光通信、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智能终端、信息网络等产业密切相关，是城市与企业深耕
产业土壤的结果。同时，武汉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引导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加强应对新兴热点技术的配套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产
品供给水平，海微、武汉华星光电等新型显示企业在全国率先让
最新技术“上车”，就是“耐心”播种的结果。

长江计算营收近半来自人工智能领域

除了长期耐力，武汉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和爆发力也不错。
武汉市经信局电子信息产业处主要负责人介绍，数字经济浪潮
下，AI、云计算、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作为关键
支撑和活跃力量的电子信息产业也展现出强劲活力，带动行业

整体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以人工智能为例，武汉企业积极抢市
场、抢订单。

作为全国计算领域整机龙头企业，武汉长江计算科技有限
公司为智能算力集群提供支撑能力。企业总经理彭海波介绍，
前三季度营收已超40亿元，近一半营收来自人工智能领域。

再如光迅科技多个方案的800G高速光模块，能为面向AI
等应用的智算中心建设夯实基础，今年逐步上量，供不应求。该
企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53.78亿元，同比增长24.29%。其中，
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高达49.99%。

据了解，前三季度，武汉电子行业增长迅速，智能手机、锂离
子电池、平板电脑、集成电路圆片产量也都保持两位数增长，成
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向“新”追光，武汉有底气

■长江日报记者张晟

想要入驻“开园即满园”的地大宝谷创新创业中心并不容
易，而即将入驻这里的中地应急信息技术（武汉）有限公司，却
是一家刚满月的新公司。

今年9月24日，这家公司由地大（武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罗显刚副教授
科研团队合作成立。

地大（武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劲松介绍，地大
双创中心因其邻近高校的地理优势，2022年开园仅一个半月
就已全部订满，很多企业宁愿排队也要进场。“中地应急信息
技术公司之所以能够入驻，是因为它符合中心产教融合的定
位。对于一些与中心规划发展目标类型不相符的企业，园区
会主动进行劝退。”

在洪山区，选择入驻企业的不仅仅是地大宝谷创新创业
中心，北港工业园、青菱都市工业园、烽火创新谷等八大产业
园区均依托辖区大学优势学科资源“择企入驻”，一批高新技
术企业由此环抱高校向新生长。

高校科技创新成“强磁场”
产业链紧跟创新链引来聚合效应

两个月前，湖北瑞吉特作物科学有限公司获批2024年湖
北省“新物种”瞪羚企业。这是洪山区华商农业科技孵化器自
2018年运营以来培育的第三家瞪羚企业。除此之外，该孵化
器还培育了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22家高新技术企业。

“孵化器斜对面是华中农业大学，离这里两站路就是湖北
省农业科学院，周边还有湖北省农业检测中心等一系列科研机
构。”华商农业科技孵化器有关负责人介绍，周边有一批涉农高
校、研发中心和专业机构，在这里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集聚效应特别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的例子。”洪山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说。

“十四五”以来，洪山区新增创新街区（园区、楼宇）15万平
方米，环大学创新经济带正在加速形成，“孵化器—楼宇—园
区—环大学创新带”四级载体助力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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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武汉理工大科技孵化项目一期、二期、三期串点成
链，目前已入驻科技企业120余家，与学校开展横向科技合作
283项，金额超过2亿元，环理工大创新带加速形成。

“先投后股”靶向转化科教优势
耐心资本对初创企业更包容更友好

10月，洪山区60个通过“先投后股”试点申报的项目正在
进行下一轮审核，经过资料审核、尽职调查、专家投决、项目核
准等审核流程后，将与突围项目签订项目立项合同，拨付专项

科技资金。
今年，洪山区在全省率先探索试行“先投后股”改革，设立

首期规模2亿元资金池，按照“政府先投入、亏损可核销、让利
先退出”的原则，支持一批具有产业引领和创新引领效应的早
期项目，加速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先投后股’专项资金前期投入的是政策性资金，企业发
展成功后才转化为股权。允许投入资金100%亏损，对初创企
业更包容、更友好，也体现了耐心资本的政策导向。”武汉洪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先投后股”将政府财政资金和社会融资
巧妙结合，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从撒胡椒面
式的普惠式支持转向精准靶向支持，必将加快推动以颠覆性
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参与采写：田艺伟 栾嘉雯）

（上接第一版）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提升了。好事能

做实，实事能做细，细事能做久，居民们感受到了真切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社区党委书记孙星表示。

目前，武汉大力推动资源、服务、平台下沉，年轻党员干部
到了社区，高频服务事项下沉社区，信息化平台延伸到社区，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加装电梯、电动车停车棚改造、幸福食堂建设、托育托管……
群众迫切关切之处，就是资源、服务、平台下沉聚焦之处，社区
变得更加便民。

共同缔造
居民自发补种100平方米绿树扮靓社区

近日，在东湖生态风景区东湖新城社区，一场由居民自发
启动的“补绿行动”初见成效——社区内，100平方米绿化缺失
的地块变得绿意盎然。

10月31日上午，老东湖巡逻队队长、东湖新城社区居民周会
星正与十来名队员一起在小区里义务巡逻。他特意在几处新栽
种的树苗前多停留了一会儿，确认树苗长势不错才踱步离去。

2020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东湖新城社区考察
时，同社区工作者、基层民警、卫生服务站医生、下沉干部、志
愿者等亲切交流。

周会星回忆：“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志愿服务要一直干下
去。社区有困难，我们必须出一份力。”

今年3月，周会星一行人在小区巡逻时发现不少地方绿化
缺失。“陶书记，我们商量过了，可以把长势好的绿化移栽一部

分到‘缺绿’的地方，这个工作我们自己来！”他们主动找到社
区党委书记陶久娣说。

一场居民自发的“补绿行动”开始了。今年上半年，东湖
新城社区居民共补种了21棵树苗。10月，居民发动第二次补
种工作，完成约100平方米的绿化补种。

“当时，总书记深情点赞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
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勉励社区工作者悉心为群众服务。”陶
久娣说，四年来，东湖新城社区一直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断改
进服务人民群众的思路、方法，发动居民共同缔造社区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

如今的东湖新城社区，变化越来越大——楼栋单元门改
造好了，幸福食堂建起来了，商户联合体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共同缔造，必须充分调动群众主人翁意识。
今年初，青山区钢花村街道121社区网格员在日常排查中

发现，位于社区中心广场边缘的一堵围墙年久失修。
社区党委迅速响应，做好安全警戒后，联合共建单位和群

众代表共同商讨修缮改造方案，并号召社区“改造能人”积极
出谋献策，投身改造——如今，文化广场整洁靓丽，还新增了
一条安康长廊，作为“长廊议事会”的场地。

“危墙修补好了，长廊建起来了，邻里更和谐了！”居民马
慧贞竖起大拇指。

以改善群众身边的实事、小事为切入点，充分激发民智、
尊重民意、动员民力，共同缔造才能不断开花结果、破解难题。

江岸区二七街道操场社区东立国际小区建成于2006年，
有近13000名居民，是标准的超大型社区。水管老化、爆裂导
致频频停水，是居民面临的老大难问题。

“居民的事，得让居民说了算。”操场社区党委书记韩晶介

绍，社区党委牵头召开了数十次议事会，征求维修意见，又与
业委会、物业等组成专班，召开楼栋业主代表大会组建方案评
定、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三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来水公
司、物业的工作人员，同时还有居民代表全程参与。”

“大家有事一起议，定了一起干，整个过程非常顺利。”韩
晶说，目前，小区累计更换800多米水管、42个阀门，经费从小
区公共收益中支出。

科技赋能
AI平台30秒“群发”隐患信息

“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切实感受到了科技赋能基层治理
带来的便利。”10月30日，东湖高新区左岭街道智苑社区党委
书记胡云提及社区的新变化，兴奋不已。

2022年6月28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了解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及便民服务等情况，并同前
来办事的老年人亲切交谈。

“连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总书记都说得很清楚。”胡云回忆
当时的场景，深感总书记对于民生的重视。

在社区，总书记强调：“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
工作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
平，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社区的信息化建设正通过一件件实事显现成效。”胡云
如数家珍：扫一扫码，人口信息、居住信息等就能直接上传公
安大数据平台，小区居住安全性大幅提升；24小时开放的政务
服务一体机安装在家门口，居民不用出小区，几秒钟就能完成
一次退休年审……

苏萍是智苑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她有一项日
常工作——随时打开手机查看居家老人的呼救器在线状态。

“如果发现有老人长时间没下来活动，我就会比较警觉。”
苏萍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机打开，展示连接老人家中呼救器的
界面，“老人碰到意外情况、按下呼救器，或者呼救器忽然处于
离线状态，手机就会立刻响起来弹出提醒。”

去年7月一天凌晨6时，居民韩慧琴突发疾病，按下了呼
救键。苏萍收到提醒，迅速赶到韩慧琴家并将她送至医院。

超大型城市治理难度呈几何级数上升，必须以智慧化推
动治理的精细化。

10月31日，武昌区首义街道千家街社区千家鑫苑3栋附
近，一辆电动车轮胎燃起不明烟雾。30秒后，该社区所有工作
人员手机都收到一条预警信息。1分钟后，距离此处最近的社
区志愿者王杜提着灭火器抵达现场，成功消除火灾隐患。

社区党委书记刘佳说，“立功”的是千家街智慧社区治安
消防联动服务平台。该平台运用AI识别技术，一键识别安全
隐患，能有效助力社区工作者开展风险排查。

创新探索科技赋能社区治理方法路径，越来越多的武汉
社区正向“智”理迈进。

江汉区八古墩社区整体接入智慧调度平台，数字化集成
住宅、商业、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信息，实现智慧物业管理
服务；硚口区长寿社区开展人工智能养老社会实验试点创建，
老年人佩戴智能手环，健康数据实时上传至区级养老服务综
合平台，实现动态管理和远程监护……

如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被引入寻常百姓
家，设施智能、服务便捷、场景多元的“智慧社区”正遍地开花，
武汉社区治理变得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