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已集聚1.6万余家

规上企业 超1500家

规模超百亿元企业 联想武汉基地

等12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 127家

上市企业 42家

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
产业规模

2011年

首破1000亿元
2016年

突破5000亿元
2022年入选

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光芯屏端网”领域
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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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二）
资本涌入“内卷”升级，以耐心

强信心，培土撒种做坚定的“长期主
义”者

2024年年末，新能源汽车“生死簿”又多了
几个名字。当资本无法再像十年前那样给“造
车新势力”足够的耐心和期待，残酷淘汰赛的哨
声同时吹响。

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正在走出另一条路。
10月20日，江城基金成立，首期120亿元专

注“芯”产业。同日，6只光电子信息产业基金落
地武汉，总规模236亿元，7家企业获得投资。

今年上半年，A 股 36 家半导体企业终止
IPO 审核。8 月，独角兽黑芝麻智能登陆港交
所，成为“中国自动驾驶芯片第一股”。“芯片研
发是公认的‘吞金兽’，武汉基金的支持，更坚定
了我们的信心，大大加快了市场化的速度。”企
业创始人单记章点赞武汉“雪中送炭”。

汽车芯片研发周期长，回报慢。坚定信心
不动摇，2017年至今，长江产业集团旗下多只基
金持续加码黑芝麻智能，累计投资额超7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8月，长江产业集团在光电
子信息领域累计设立基金71只（不含国家级基
金），总规模达987亿元，累计培育精测电子、长
盈通、达梦数据等13家本省光电子信息领域上
市公司。

揭牌至今，江城基金已在泛半导体领域频
频出手。12月26日，又有5家半导体链上初创
企业将获江城基金投资。以江城基金、武汉基
金为代表，武汉产业基金群不断做大做强，助力
武汉光电子产业再突破。

“从竞争的角度来讲，‘长期主义’是跳出内
卷式竞争的最好选择。”《定力》一书作者、北京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宫玉振说，并不是所

有人或组织都会选择“长期主义”，但最后胜出
的一定是“长期主义”者。

2018年，“激光器第一股”锐科激光创业板
上市，首日上涨44%之外，随后连获12个一字涨
停板。产业教授闫大鹏以20亿元身家首登胡
润百富榜，“陪跑”11年的华工科技获得10倍回
报，最大股东航天三江从“并行”到“领跑”，开创
中国光纤激光器新体系。

本月，锐科激光再获航天三江近亿元国资
支持，这也是去年以来的第三笔国资支持。“耐
心资本”浇灌，锐科激光全球首条规模化国产光
纤激光器自动化生产线投产，国内市场份额占
比第一。

助跑、陪跑、领跑……如果说“追光”是一场
马拉松比赛，武汉光电子企业站上赛道，就一定
要跑完。

（三）
“内卷”背后是创新的匮乏，抢

占先机赢得主动，以“有形之手”托
起向上之路

供需错配、技术瓶颈、贸易壁垒，今年以来，
中国光伏行业遭遇“史上最强内卷”。全球绿色
能源理事会主席、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呼吁，
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同时施力，
进行以提高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门槛为主要手
段的结构性调控。

科技上限决定产业上限。从赵梓森院士拉
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至今，武汉光电子产业
的“独树一帜”历经了40多年的积累。无论高
峰低谷，武汉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不断在
机制、体制上推陈出新，以政府有为推动企业放
胆创新，向上竞争。

作为武汉重点打造的新型研发机构，2022
年启动运行的武创院搭平台、聚资源，做“政府
不能做、高校院所不愿做、企业做不了，但科技

创新又必须要做”的事情，让创新更多地面向产
业、面向市场。今年8月，该院通过“拨转股”方
式孵化的“千载玻璃多维存储”项目获全国颠覆
性技术创新大赛最高奖。

以武汉中心城区最高峰命名的九峰山实验
室，不定级别、不设编制、全球引才，集中火力攻
关“卡脖子”难题。继下线全球首片8英寸硅光
薄膜铌酸锂光电集成晶圆，实验室又在不久前
成功实现“芯片出光”，填补我国光电子领域空
白。

“内卷背后，是创新的匮乏。”中国科学院院
士、光谷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黄维曾说，凡增长停
滞，发展放缓，必然会带来内卷。要开辟新赛
道，要开道超车，以创新带增量，发现新机遇，制
造新红利。

武汉新城核心区，长飞先进武汉基地项目
首批设备已正式搬入，多元化布局，这家全球最
大的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供应商不断拓展

“第二、第三、第四增长曲线”。相距不远的光迅
科技高端光电子器件产业基地内，全球领先水
平的 1.6T 高速光模块有望明年量产。以快制
快，光迅科技光器件市场占有率全球第四。

2022年9月，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内，李
德仁等21位院士、专家、企业家聚焦打造世界
级光电子产业集群，持续数小时“头脑风暴”。
短短数月，省市突破性发展光电子产业三年行
动方案相继出台。

科技创新窗口期稍纵即逝，一步跟不上，步
步跟不上，一处受制，处处被动。众多武汉光电
子企业实践证明，内卷并不是必然的宿命，抢占
先机赢取主动，走新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一
样能走通走好。

“提高科技创新的力度，提高天花板，加大
国内国际市场的投入，我们有信心在全球竞争
中争夺科技制高点。”不久前举行的光谷企业家
日活动上，高德红外总经理张燕的话音刚落，掌
声雷动。

破“卷”
——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实践启思

这一年，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31岁的我曾是T台上闪耀的模特，在聚光
灯与掌声中穿梭；如今，我成了一家米粉店的
店主，在烟火缭绕中为梦想打拼。

从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我相继
签约了北京、香港的模特公司，开启了在时尚
圈的飞驰之旅。那些日子里，我身披奢侈品代
言，一次次踏上T台，还连续两年捧回了行业
比赛冠军奖杯。

但模特行业的竞争激烈，青春和外貌都不
能长久。今年过春节，我回到老家山东日照，
和老友相聚闲聊时，听他们说起餐饮创业的事
儿，刹那间，我记忆里那碗魂牵梦绕的米粉味
道一下子就蹿了出来。带着点冲动，我决定在
武汉开一家米粉店。

下决心了，便全力以赴。我投入积蓄，一
头扎进学习烹饪的“苦海”，奔赴长沙、云南等
地拜师学艺，参加餐饮培训课程，跟各种食材、
炊具较上了劲。为了做出让顾客难忘的米粉
味道，我从米粉的选材、汤底的熬制到配菜的
搭配，每一个环节都认真钻研、反复试验。

从敲定店址到装修，再到跑办各类证照，
全靠自己独自“闯关”。8月盛夏，为了早点找
到合适的店面，我顶着大太阳穿梭于武汉的大

街小巷。遇到车开不进去的犄角旮旯，我就骑
自行车、走路去找。

已经不记得经过多少次的实地勘察，最
终，在今年 10 月份，我租下了江汉路水塔附
近一个小店铺。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装
修，为了节省开支，我都自己上阵设计、粉
刷墙面，还特意在墙上用醒目的红色大字
写上“武汉”——毕竟，我也是一名新武汉
人。

12月20日，我的米粉店开张了。进货、备
菜，就连厨师的活儿，我都事必躬亲。每天早
上8时，我雷打不动地起床健身；10时，开车到
汉口北市场采购食材，挑选新鲜的鸡枞菌、牛
肉、猪肉、青菜、牛骨；11时，回到店里，立马动
手切菜、配料、调汤，为午餐高峰时段的忙碌做
足充分准备。

稍微歇口气，我又得忙着筹备晚餐要用的
食材。晚上 7 时，店里迎来人流量高峰，我接
单、煮粉、上菜，忙得脚不沾地，常常一站就是
一整天，连坐下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一般要
忙到晚上11时许，外面的喧嚣渐渐平息，我才
能收摊打烊。开业才一个礼拜，我就瘦了 13
斤。

不过，辛苦归辛苦，开业仅仅一周就有不
少回头客。我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店
里的美食照片和创业故事，把大部分线上客源
吸引到了线下，新店的人气越来越旺，如今各
大平台上的流量轻松破万了。

在我创业的这条街上，有不少和我一样

“不起眼”的小店店主。每次生意遇到坎坷，大
家都互相支持鼓励，一起在市场上找到属于自
己的一片天地。

武汉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包容，也让我坚信
这里是实现梦想的最佳舞台。其实，开店这件

事，就像在T台上走秀一样——无论遇到什么
突发状况，都要保持镇定，自信地走下去就好
了。

（讲述人：米粉店店主李杰 整理：长江日
报记者汪甦）

我 的 这一年这一年

山东小伙李杰：

退出秀场的我在汉开了家米粉店

李杰在忙着为顾客下粉。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
玮 通讯员邱琪 产启斗）

“一个多月前，成功抢救一
名发病乘客，得益于我们接
受过应急救护训练，才能及
时施救！”12月27日，武汉地
铁6号线三眼桥站值班站长
宋庆正在对车站员工进行
救护培训。结合自己的急
救经历，宋庆在现场分享经
验和个人体会：“掌握救护
技能，人人都能助人。每一
次培训、每一次实操考核，
都给挽救生命提供了更多
可能性。”

11月19日，地铁6号线
列车内，一名男乘客突然晕
倒，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没
有心跳。宋庆跪地对乘客
进行心肺复苏，其同事同步
使用 AED（自动体外除颤
器）实施电击除颤。地铁工
作人员合力救回乘客生命
的事迹在全网走红。

2012年，宋庆进入地铁
集团担任站务员。在工作
中，他不仅要定期学习专业
技能知识，还要学习急救知
识，分列出不同应急工作处
置流程并进行验证。2016
年，宋庆走上值班站长岗
位。年底前进驻6号线参与
新线开通工作，其中一项工
作就是参与编制应急预案，
和同事们一起学习基础急
救技能。

“11 月 19 日，当乘客发
生意外时，我作为现场第一
处置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
是‘一三五’应急救护体系相
关流程，立刻开始按流程操
作。”宋庆告诉长江日报记
者，正是平时工作中注重急
救流程和基础技能的培训，
才能在这次急救事件处置工
作中做到快速高效、配合默契，所有地铁工作人员
同样做到“会救、敢救”，在黄金救援期把乘客救回
来，也未对行车造成影响。

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地铁线网303座车站均配有急救箱、AED、便
携急救包，所有救护设备纳入车站应急物资管
理。武汉地铁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书的超过
2400人，宋庆就是其中一员，他们会定期接受红
十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护专业知识培训。

在武汉，各种应急救护培训演练已成常态。
12 月 23 日，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分局的 90

余位民警接受了红十字初级救护员培训。“身
体再往前倾，肩部、肘、腕在同一条直线，利用
上半身力量垂直向下按压……”现场，市红十
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手把手指导，讲解外伤、
气道异物梗阻等常见意外发生后的处置方法，
并分组对学员开展模拟气道异物梗阻急救训
练，进行心肺复苏、AED 使用、外伤止血包扎等
实操学习。

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应急救护培训工
作。市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24 年，“应
急救护培训”工作再次被列为市政府民生实事
项目，旨在增强自救互救技能，守护群众生命健
康。一年来，组织开展了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
培训师资力量，积极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六进”活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培训覆盖面
有效扩大，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社会效益逐步显
现。同时，市红十字会积极整合资源广泛宣传，
持续提高群众参与度，多种方式开展急救知识
普及，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形成“人人学急救，急
救为人人”的文明新风尚。

2024武汉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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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 2006 年有调查统计以来止跌回升的历史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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