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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龚雪 翟星玥

12月5日，114岁的巴公房子变身
武汉风貌巴公邸酒店，正式开业。长
江日报记者探访发现，酒店主打复古
摩登风，拍照打卡很有风情。

巴公房子由俄国茶商巴诺夫兄弟
（俗称“巴公”）建成于 1910 年，距今
114年，是武汉最早的高端公寓楼，也
是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遗存、武汉城
市建设历史的重要见证，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2019 年巴公房子被
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2021 年被列为湖北省文
物保护单位。作为汉口历史风貌区改
造的重点项目，从保护修缮到活化利
用，武汉城市风貌公司充分挖掘百年
巴公房子历史文化价值，将其焕新成
为一处探索历史建筑与时代魅力的精
品酒店——武汉风貌巴公邸酒店。

45间客房各具特色

带领记者探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巴公房子属近代古典复兴式建筑，用
红砖砌成，砖木结构，地下一层地上三
层，廊檐、露台、曲栏、拱券和立柱各显
精致，是当时汉口最大的高等公寓
楼。巴公房子有“大巴公”（靠兰陵路）
和“小巴公”（靠黎黄陂路）之分，大、小
巴公各占一座，紧靠在一起，中部为三
角形天井，相当于一个内院。

武汉城市风貌公司将巴公房子改
建为具有历史文化体验的高端酒店，
也尽最大努力留住了巴公房子的“老
底子”，还原建筑的本真面目。酒店
内部保留了老房子的基本格局，大
厅、走廊都是由多个房间联通而成，
有着老房子特有的纵深感，空间也十
分开阔。酒店内充满着浓郁的摩登
范儿，大理石花砖、雕花拱形门、水晶
吊灯……让人感觉宛如重返老汉口，
沉浸感十足。

巴公房子曾供200多户租客使用
的空间被改造为 45 间各具特色的客
房，面积从 45㎡到 170㎡不等。最吸
睛的巴公套房仅有 3 间，每间面积达
170平方米，拥有雕花吊顶客厅、独立
卧室、餐厅、书房、衣帽间、浴室等。该
套房的全景户外露台就是巴公房子最
热闹的拍照背景，在此可俯瞰黎黄陂
路街景，文艺且浪漫。

从巴公房子一层走到四层，还有
种逛花园的感觉，让人时刻想拿起手
机来拍照。大巴公一楼户外的中庭花
园、四楼阳台的屋顶花园，和老房子的
红砖立面相映衬，非常出片。

内部修缮尽力留住“老底子”

2016 年，106 岁的巴公房子因为
老旧失修，必须改造。腾退住户后，房
子开始为期3年的修葺翻新。2023年
5月，巴公房子外立面全新亮相，沉稳
的清水红砖、灵动的圆形穹顶、雕花门
廊上灰白砖石点缀其中，成为全国游
客来武汉的热门打卡地。

而今，巴公邸酒店全新开业。工
作人员介绍，酒店内部修缮期间，为尽
力保留建筑本身原样，导致45间客房
的格局都不大相同。楼高四层的巴公
房子，有三层用清水红砖砌成，被称为
清水墙，这是巴公房子独特的建筑风
格。清水墙面积约8000平方米，按一
平方米墙面70块红砖计算，大约有56

万块红砖。巴公房子的墙面修复遵循
“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程度还原了
清水墙的本色。每块红砖需要经过手
工剥离、清缝、拼色做旧等工序，80余
位工匠花费近一年时间完成。

巴公房子原本的 10 座木质楼梯
完整地保留下来。工作人员提醒，楼
梯踏板会有凹凸，请行走时注意。记
者注意到，楼梯扶手上既有原来的旧
木柱，也有不少刚装上去的新木柱。
楼梯踏板也是新旧不一，老踏板边角
圆润，中间部分有内凹的弧度，带着岁
月的痕迹。新踏板棱角分明，平整光
滑。楼梯上还保留了原始雕花，“有些
缺失的部分，是木匠按照图案样式补
充上去”，工作人员介绍。此外，巴公
房子门窗上的五金构件，是找到现场
的原件后送到上海专门定制的。

游客可预约参观万里茶道展览馆

品美食、看展览，在巴公房子内，
也可享受到文艺范儿十足的生活。

巴公邸酒店与米其林星厨 Ste-
fanStiller 携手打造全新休闲餐饮品
牌——巴公小酒馆（LeMarchand），由
充满法式风情的室内用餐区以及郁郁
葱葱植被簇拥的小巴公中庭户外用餐
区组成，将被打造成崭新的美食地
标。酒店四楼设有精致的1910Bar，提
供全球单一麦芽威士忌、特色调酒和
来自米其林团队精心准备的小食，感
觉浪漫又复古。

巴公房子酒店区目前仅对入住客
人开放，后期计划开放游客预约参观
通道。目前，市民游客可预约参观位
于巴公邸酒店一楼大巴公中庭处的万
里茶道展览馆。记者在现场看见，万
里茶道展览馆有2 间展厅，展示着各
式青砖茶模板、清代的茶刀、天平秤等
物件。光影动效依次播放，讲述巴公
房子与汉口茶港的渊源。

武汉城市风貌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百年巴公房子焕新归来，蝶变
成汉口历史风貌区内的城市重要地
标，让武汉、全国乃至全球游客都能
住进这幢百年老房子中，重温万里茶
道的繁荣盛景和东方茶港的荣光。
未来，武汉风貌巴公邸酒店将继续秉
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理念，通过创
意赋能，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能，
持续推动文旅商产业的融合发展，为
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
文旅体验。

百年巴公房子
变身酒店对外开放

门窗上的五金构件专门定制

巴公房子清水红砖墙。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智 李佳）12月5日，2024年
“光谷企业家日”暨光谷中小企业发展峰会活动现
场，东湖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简称光谷企服中
心）、武汉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光谷分中心正式揭牌，
湖北科创供应链企业服务子平台“光谷 i 企”平台正
式上线。

企业是光谷发展的动力所在，活力所在。光谷企
服中心将依托科创供应链“天网”打造企业服务子平
台“光谷i 企”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与科创供应链“地
网”体系融合，建设授牌逾百家企业服务站。

据了解，“光谷 i 企”平台具有政策匹配、资源对

接、服务通道三项核心功能。平台通过优化政策匹
配模型，将企业与国家和省市区各级惠企政策进行
智能精准匹配，且每日定时推送，让适企政策“主动
上门”，帮助企业一站式通晓各类惠企政策。同时，
平台可以实现工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和激
光、软件、智能网联汽车等 87 项产业政策在线申报
等。

依托企业服务网络，联动各类专业机构，光谷企
服中心将提供政策、空间、培训、品牌、市场等五大类
十多项高品质服务。比如，“益企向光”系列活动，立
足企业需求，开展精准服务；“光谷造”供需对接会，对

接应用场景，拓展企业市场；“企业诊断”，一对一订制
专精特新发展和企业融资方案。

光谷企服中心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光谷企服
中心已建设、授牌107家企业服务站，推动企业服务
工作网格化、标准化运行。

“企业要发展壮大，服务就要更进一步。”东湖高
新区企服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联
系千家万户，支撑千行百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主力军。

据了解，十年前，东湖高新区企业数量2.6万家，
今年已近15万家，十年之间增长超450%。

■长江日报记者李佳 陈智

“相较当年被断供时，如今我们更加‘气定神闲’
一些，我们更有信心更有胆气去争夺发展制高点。”12
月5日，光谷迎来2024“光谷企业家日”暨光谷中小企
业发展峰会。“企业发展前瞻”主题围炉论坛上，面对
2025年，光谷企业家抒发信心，高德红外总经理张燕
一席话引来热烈掌声。

本次峰会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家协会、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论坛上，
知名财经学者、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垣与光谷企业
家马新强、郑昕、李杰、张燕等共话2025年发展新机遇。

“华工科技不内卷。”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围绕
战略科学家、优秀企业家、卓越工程师等方面，建议进
一步发挥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工程师
的创造力，建议光谷企业大胆留用武汉的高端人才。

“长飞光纤走出去。”长飞公司副总裁郑昕介绍，
从一颗螺丝钉进口，到所有硬件装备、软件都自主研
制，业务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位专家在全
世界5个标准组织内担任要职，已验证长飞在光纤光

缆领域能够做到居世界前列，“走出去”底气十足。
“高德红外勇担使命。”张燕认为，早期，企业用海

外芯片组装红外系统，在被“围堵”后花了三年时间赶超
海外，自主研制三条红外探测器芯片全国产化生产线，
工艺系统的良率等各方面都与西方最高水平比肩。如
今企业已心中不慌，她说：“唯有提高我们科技创新的力
度，提高我们的天花板，加大我们在国内国际市场的投
入，在光谷优良创新创业生态孵育及各级政府支持下，
光谷企业和光谷企业家有信心在全球竞争中争夺科技
制高点，中国芯片将气定神闲走得更远。”

“人福医药保持战略定力不变。”人福医药董事长
李杰介绍，企业高度重视数字化的应用产业等医药新
兴领域的发展情况，将抢抓机遇积极布局，“数字化便
利，只是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一个缩
影。还有很多直面临床需求的产业机遇等待我们去
挖掘，只要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
我们发展的机遇。”

“中金公司坚持家国梦，坚持追光，坚持为光谷的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安垣谈道，当下，“容
亏率”正在取代“容错率”，“‘容错率’意味着有‘错’、

有责任，而投资界正在重新评估，（所投）企业对
GDP、税收、就业等的影响，都应纳入投资效能的整体
考核。”

“今年有个重大变化叫‘追光’。”安垣介绍，在武
汉，各级政府对基金生态的评估和考核产生了巨大的
变化，更多投资者深刻感受到光谷蓬勃发展的生机和
对科创产业的热情。

据了解，就在今年，总规模100亿元的光谷中金
基金暨武汉新城科创母基金启动受理。安垣介绍，优
良的营商环境和氛围正吸引越来越多基金来到湖北、
来到光谷，她说：“‘耐心资本’‘发展资本’就在光谷！”

越来越多的“大手拉小手”，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催生“光合效应”，让“光谷之树”茁壮成长。

“只有汇聚更多的光携手并进，才能在未来攀向
更高的山峰，向着未知开辟新的路径。”中国信息通信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光谷企业家协会会长鲁国
庆表示，近年来，光谷不断完善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
融合的机制，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生态。今
天的光谷，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策源地，更是企业家精
神的培育地。

■长江日报记者李佳 陈智 通讯员董家瑞

12月5日，300位企业家代表现场共庆每年一次
的“光谷企业家日”。

2022年，以创新为魂的光谷，在企业家和社会各
界的倡议下，将每年的12月5日，也是光谷正式成立
的日子设立为“光谷企业家日”。

现场，60后的中国信科董事长鲁国庆、华工科技
董事长马新强环桌而坐，70后的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米仁兵、80后的九峰山实验室主任丁
琪超、海微科技创始人李林峰共聚一堂。

“我们企业最年轻的董事是1993年生人，数字化
运营的专家。”参加光谷企业家日活动时，李林峰提到
企业的“年轻态”时介绍，“我们没有‘35岁的魔咒’！”

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海微科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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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OLED零件
出货量全球占比超四成，2018年至今，每年都保持盈
利。

但80后李林峰拒绝躺平。他介绍，企业开发了
一整套数字化体系去管理实效，“我们让数据和证据
说话，不信人情，不看PPT”。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欢迎大家来九峰山
喝咖啡！”九峰山实验室主任丁琪超亮出80后的社交
硬通货，引来会意的掌声。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
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丁琪超以此诗明志。他
介绍，九峰山实验室多项成果冲击世界一流，生机勃

勃。据介绍，该团队90后员工超七成，团队中有位93
年的项目负责人已经挑起了大梁，“没有任何人有异
议”。

活动现场，2024年新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的23家光谷企业获授牌。当35岁的高德智感董
事长黄晟从74岁的盛隆电气董事长谢元德手中受牌
时，现场更是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企业决定了光谷发展的高度，而中小企业
决定了光谷发展的厚度，他们是光谷发展的‘年轻
人’。”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荣凯发布《2024
光谷中小企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介
绍，“中小企业是光谷成长壮大的根本动力，是光谷
创新创业的真实写照，是光谷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
力量”。

据《报告》，从近5年看，东湖高新区年新增注册
企业数分别为1.76万、1.96万、2.10万、2.27万、2.48万
（2024年1-10月），数量逐年增加。同时，据调研，今
年以来，光通信、激光、北斗等优势赛道依然是高增长
企业集聚方向。

光谷企业数量十年增长近5倍
科创供应链企业服务子平台“光谷i企”正式上线

300位企业家代表现场共庆“光谷企业家日”

50后到80后皆青春

光谷企业家话2025：

有信心在全球竞争中争夺科技制高点

企业发展前瞻主题围炉论坛现场。

武汉风貌巴公邸酒店内陈设。 武汉城市风貌公司供图

光谷无人机起飞，象征光谷企业“攀高向新”。

“光谷企业家日”暨光谷中小企业发展峰会活动现场，湖北九峰山实验室主任丁琪超作主题分享。 陈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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