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束光的中国力量

编者按：2月16日，2025年第4期《求是》杂志出版，其中刊登中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的文章
《一束光的中国力量》，讲述东湖高新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以下为全文转载。

2024年11月17日，2万余名平均年龄37岁
的马拉松选手，穿着橙色参赛服，从华中科技大
学出发，沿着武汉东湖高新区发展的轨迹，奔跑
在数代建设者们创新创业的道路上，一路向东，
奔向未来科技城，致敬东湖高新区30多年的创
新创业历程。

武汉东湖高新区，又称“中国光谷”，它的发
展就像一场马拉松。多年前，这里只是“武汉
地图外的2厘米”，经过30多年追光不辍，东湖
高新区接续攀“高”向“新”，从一根纤细的光纤
聚成一束璀璨的光，从零星几家小企业发展成
全球最大的光通信研发生产基地，成为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重要实践地
之一。

一

1976年，光纤通信专家赵梓森院士在这里
拉出了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也拉开了东湖
高新区一路追光的大幕。

以“光”为名，因“光”而兴。东湖高新区是
全国唯一以“光”命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我国第一根石英光纤在此诞生，我国第一个光
电传输系统在此建成。如何持续推进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东湖高新区一路发
展一路探索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4 次到东
湖高新区考察，对科技创新的关切和重视始终
如一。2013年7月21日，总书记第一次来到东
湖高新区，在光谷展示中心对大家说：“一个国
家只是经济体量大，还不能代表强。我们是一
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2018
年4月26日，总书记第二次来到东湖高新区，语
重心长地对企业负责人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
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
权。”2022年6月28日，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东湖
高新区，叮嘱大家：“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
2024年11月5日，总书记第四次来到东湖高新
区，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时，就推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
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
切的需求。”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东湖高
新区推进科技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也为东湖高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30多年来，东湖高新区充分发挥科教资源
集聚、人才资源富集优势，坚持政、产、学、研一
体化推进，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不断把“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推向前沿和纵深。

科技创新的“强磁场”正在形成。东湖高新
区相继在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一
大批全球第一、中国首创在这里诞生——一根
细如发丝的光纤可容纳地球上所有人同时打电
话，“超大容量、超长距离、超高速率”光传输领
域5年6次打破世界纪录，8英寸硅光薄膜铌酸
锂光电集成晶圆全球首发，65000通道双向脑机
接口芯片实现国际领先，全球首个人体肺部气
体多核磁共振成像系统上市，全球首个植物源
重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液成功研发，国家脉冲
强磁场科学中心运行 10 多年创造多项脉冲磁
场世界纪录。科技创新已成为光谷争夺国际产
业竞争话语权的底气所在。

“在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独树一帜”。2016
年，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飞公
司”）实现光纤、光缆、光纤预制棒销量全球第
一，并蝉联至今。“曾经，我们的装备、工艺、备品
备件以及原材料都要从国外进口。某一个备件
要更换，需要提前几个月做规划，成本高、周期
长，这就是‘卡脖子’。”回忆起当年的艰辛，长飞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难掩激动。经过自主
创新、艰难突破，长飞公司于 2017 年成功开发
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和设备平台，
如今一根预制棒拉制光纤的长度可达10000公
里，部分技术领跑全球。“我们用了不到4年的
时间，提前兑现了2013年向习近平总书记许下
的承诺——‘用6到8年时间做到这个领域的全
球第一’。”庄丹自豪地说。30多年来，东湖高新
区不断聚“光”成“链”、集“链”成“群”，实现“独
树一帜”的发展跨越。目前，东湖高新区光电子
信息世界级产业集群竞争力不断增强，成为我
国参与全球光电子信息产业竞争的主力军，已
建成全球领先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全国领先
的光电器件生产基地、中小尺寸显示面板研发
生产基地、激光产业基地。

高层次人才集聚地。去年11月，参加2024
国际电子科学与工程会议的“90后”、湖北九峰
山实验室工艺中心工艺技术专家葛晓明，代表
实验室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专家、学者分享
了最新研究成果——高效、低损伤的氮化镓
（GaN）刻蚀技术。九峰山实验室投入运行不到
2年时间，已吸引近30家半导体产业链企业在
周边聚拢，集聚半导体领域人才超3万人，涌现
出一批先进技术的破局者。像葛晓明这样的科
研“90后”，九峰山实验室有350多名，他们毕业
于全球各大高校，为了共同的目标来到东湖高
新区。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把

教育、科技、人才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
“最大增量”，东湖高新区的人才政策历经15年
迭代升级，集聚各类别高层次人才 5300 余名，
近5年年均留下10万名大学生就业创业，涌现
了一批产业教授、院士董事长，形成企业引领、
校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局面。截至目前，东湖高
新区常住人口达到 120 万，一半以上有大学本
科学历，实现了从“一束光”到“光之城”的发展
跨越，从一座功能单一的科技园区发展成为功
能相对完善的科技新城。

二

多年来，东湖高新区瞄准将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探索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科技
创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持人才引领，持之以恒将科教人才优势
转化为创新发展胜势。“科技创新，一靠投入，
二靠人才。”1984 年，湖北省和武汉市谋划在
环东湖区域建设“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
利用这一区域的智力资源，培育高新技术产
业，努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是东湖
高新区的雏形。随后，东湖高新区推行“项目
起步、滚动发展”模式，大力支持高科技人才
下海兴办科技企业，充分利用已有中小企业和
校办工厂，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重点发展光
通信、电子信息、激光等高新技术产业，产业
结构雏形开始显现。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
撑，如何吸引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走出校
门，成了关键问题。2012 年，“光谷黄金十条”
出台，提出高校成果转化收益“三七开”，并允

许教师离岗创业、大学生休学创业等。政策还
提出，高校院所知识产权 1 年内未实施转化
的，在成果所有权不变更的前提下，成果完成
人或者团队可自主实施转化。此举推动了华
中科技大学“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
（MOST）等一批重大成果走向市场。通过激
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活力，东湖高新区高新
技术产业快速崛起。2001年，东湖高新区被批
准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11年光电子
信息产业规模首破 1000 亿元，2016 年突破
5000 亿元。2022 年，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
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坚持自主可控，坚定不移推动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近年来，东湖高新区聚力湖北东
湖科学城建设，持续加大投入，研发投入强度达
到10.5%。保障精密重力测量研究设施高效运
行，国家作物表型组学研究、深部岩土工程扰
动模拟等设施加快建设。持续建强“国家实验
室+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体系，支持6
个国家创新中心围绕工业软件、高端光芯片、
数字化制造技术、农业科技等领域，发挥产业
技术引领能力。2022年初，依托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实力的国家数字建
造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定位为我国数字建造领
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助力中心做大做
强，东湖高新区不仅支持设立中心运营实体公
司，还比照湖北实验室支持政策，连续3年提供
建设运营经费。经过 3 年建设，国家数字建造
技术创新中心为我国数字建造领域提供了一批
高质量源头技术，为建造月面基地等工作提供
了技术支持。

坚持自主创新，矢志不渝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东湖高新区坚持推进“尖刀”技术攻
关，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受制于人的关键环节，在
集成电路、光通信、激光、生命健康等领域取得
一批世界领先的技术突破。2018年，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面临一个重要抉择——公司
刚研发出100G硅光收发芯片，国际同行却已经
采用全新技术路径开发更小体积、更少成本的
下一代产品。没有参考技术，没有成功案例，产
业链全部靠自己搭建，风险巨大，到底做不做？

“科技攻关‘要摒弃幻想、靠自己’。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警醒了我们，也点燃了大伙
儿心中打造‘中国芯’的熊熊火焰。”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曾军说，公司研发团队常常是早上讨
论技术方案、上午输出算法版本、下午完成测
试、晚上修改、凌晨再测试。2021年底，400G相
干商用硅光收发芯片研发成功，成为当时国际
上集成度最高的商用硅光集成芯片之一。东湖
高新区坚持实施产业创新“揭榜挂帅”，建立企
业出题、高校院所响应、以需定研的协同攻关机
制，促成企业与高校院所达成长期技术合作。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前沿技术研发，组建 7
家市级产业创新联合实验室、13家省级产业创
新联合体，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开展联合技术攻
关，成功研发一批重大创新成果。2024年6月，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东湖高新区企业
参与的新型显示器件高分辨率喷印制造技术与
装备、工业级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等6个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

坚持“四链”融合，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
产业链，优化资金链、完善人才链，促进“四链”

深度融合，已成为我国提升创新整体效能、推动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东湖高新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做实做大做强以

“用”为导向的科创供应链平台，引导创新资源
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推进“四链”深度融合。
这项工作启动1年多来，按照“以需定研、供需
对接、用户主体、政企共投、风险共担”思路，以
构建现代科技服务体系为目标，以“用”为导向、
以用户为主体，建设科创服务公共平台，让高校
院所知道企业需要什么，而不是闭门造车。比
如，针对我国饲料蛋白存在巨大缺口、对大豆进
口依存度高的问题，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
团队在科创供应链平台庞大的企业技术需求库
里，发现水稻、玉米增产技术的产业共性需求，
迅速组织团队理清技术“卡点”背后的应用基础
理论，定向开展遗传改良技术研发，使玉米蛋白
含量从8%提升至12%，为大豆蛋白替代提供了
源头支撑。近3 年，东湖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平均增速16.92%；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
破5700家，位居全国高新区第四。

三

东湖高新区的实践表明，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事关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以核心技术接续突破不断催生新兴产业，
是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塑造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重要路径。

把自主创新作为引领产业发展的根本动
力。“一定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东湖高新区考察时，强
调最多的就是科技创新。创新是东湖高新区
的基因。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
主创新、链式创新，在国内率先突破一批核心
技术：万瓦光纤激光器、硅光芯片、高质高效
激光切割焊接关键技术，皮秒、飞秒等超快激
光器国产化率提升至 90%以上……创造 60 多
项“中国第一”，并通过领衔关键核心部件、装
备的国产化，推动中国激光产业链持续发展，
营收超过百亿元。在东湖高新区，从光纤光
缆到显示面板，从 5G 通信到智能装备，几乎
每个龙头企业的成长，都伴随着对“卡脖子”
堵点的突破。

当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在
强化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产品的保障能
力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把产业链供应链的“命
门”掌握在自己手中，打牢安全发展根基。要
以科技创新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从源头出
发、从底层入手，切实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能力，保证技术的前沿性、引领性，拥有更多独
门绝技。

善于抢抓重大产业变革战略机遇。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
制高点。”科技创新的窗口期稍纵即逝，一步跟
不上，步步跟不上，一处受制，处处被动。总书记
在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打造低空
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东湖高新区的低空经
济乘势起飞，诞生全国首个“共享无人机”联合
试点工程，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服务窗
口”。梦想照进现实，比人们想象中更快。如
今，在东湖高新区518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天有
186台无人机执行全天候常态化巡检任务，包括
火点及烟雾识别、交通巡查、消防应急、能源巡
检、民生服务等，拥有了“低空智联网”。在 30
多年的发展中，东湖高新区准确把握技术演进
和产业发展趋势，从2G到6G，从传统光存储到
存储芯片，从平面屏到柔性屏，从智能手机到智
能汽车，在每一个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重要关
口，紧紧抓住变革机遇、跟上时代步伐，光电子
信息产业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
要求我们必须主动抢抓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浪潮机遇，超前谋划、前瞻布局技术攻关项目，
做敢于跳起“摘桃”、抢抓机遇的创新者，做能够
抓住机遇、思想有充分准备的创业者，从而赢得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机。

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保
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
度创新“双轮驱动”，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
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
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
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在东湖高新区，“光”
是产业形态，“谷”是发展环境。第一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诞生于此，拉开我国创业孵化的大幕；

“光谷黄金十条”由此萌发，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七成归研发团队，直接推动科技成果使用权、处
置权、收益权下放；“硬核科技十条”、“创投十
条”、“软件十条”……东湖高新区把改革创新作
为建设发展的制胜法宝，持续探索主体培育、成
果转化、要素支撑等领域创新，以机制创新带动
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形成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益”的技术攻关模
式。

实践证明，技术攻关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
的保驾护航，要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打造“热带雨
林式”的技术攻关生态，全面推动“政产学研金
服用”协同参与技术攻关，让创新人才引得来、
留得住、发展好，让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共成
长、同发展。

上图为2024年11月14日，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空轨高新大道站，一辆空轨列车正在驶过；生态大走
廊上，装载了光谷造“大脑”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
器狗，正与看AI展的小朋友斗舞。

光谷融媒体中心供图

左图为2024年7月23日拍摄的位于湖北武汉
“中国光谷”未来科技城的武汉新能源研究院大楼。

光谷融媒体中心供图

下图为2024年6月3日，在位于湖北武汉“中
国光谷”的武汉普赛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内，测试设
备在对芯片进行测试。 新华社记者杜子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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