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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是湖北东南部一条“彩带”。在

这条“彩带”上布满颗颗“明珠”，集聚了近百所高校、73名

两院院士；拥有3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家国家研究

中心、2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30余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高新技术企业近5000家，约占全省60%。

60%5 月 20 日，湖北省举行科技金融服务

“滴灌行动”项目签约活动，300 亿元基金助

力科技强省建设。大手笔、大投入，透露出

湖北转型发展的坚定信念。

经受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后，湖北

将伟大的抗疫精神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强大

动力，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一主引

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科学布局，以干在

实处推进走在前列。

今年以来，传统科教大省湖北动作频

频。2 月 18 日，在牛年第一个工作日，湖北

召开科技创新大会，16 位科学家手捧鲜花

走上红毯，湖北实验室揭牌，光谷科技创新

大走廊（以下简称光谷科创大走廊）启动，吹

响湖北科技强省建设冲锋号。科技创新硬

支撑助力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

要战略支点。

七大实验室为湖北
加装“核动力”

5月 14日，光谷实验室理事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明晰了光电器件与集成、激光技术

与装备等 4 个科研方向，每年聚焦 4 到 5 项

“卡脖子”问题，与企业联手攻关。

“光谷实验室围绕信息、能量、生命光电

子三大领域，聚焦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重

大科学问题。通过变革性的技术研究，实现

技术瓶颈突破，保持先进制造的竞争优势，

打造我国乃至世界光电领域的战略科技力

量。”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光谷实验室主

任邵新宇院士认为，光谷实验室聚集了湖北

省光电领域的丰富资源，高校、院所、企业联

动，好比握成了一个拳头，将为做大做强湖

北光电子信息产业、打造万亿级“光芯屏端

网”及大健康产业集群提供战略支撑。

与以往单纯依靠高校、院所建设的实验

室不同，湖北实验室打破高校、院所、企业之

间的界限，采取“1+N”建设模式，由牵头组

建单位联合相关领域优势力量，形成合力，

集中力量“出拳”。

光谷实验室、江夏实验室、珞珈实验室、

洪山实验室、江城实验室、东湖实验室、九峰

山实验室等 7个湖北实验室同时揭牌，是湖

北省加快建设科技强省、强力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硬核举措。

湖北省科技厅厅长王炜表示，湖北实验

室是组织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的综

合性科研平台，是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科技力量，是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武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支撑，

是推进全省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

高地。

各湖北实验室“各司其职”，将围绕湖北

重点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瓶颈，逐一突破。

光谷科创大走廊引
领区域崛起

去年 12 月，湖北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科学绘制全省未来发展蓝图，提出要“高标

准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加快建设武

汉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光谷科创大走廊是湖北东南部一条“彩

带”。在这条“彩带”上布满颗颗“明珠”，集

聚了近百所高校、73 名两院院士；拥有 3 个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 家国家研究中

心、2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30余家产业技

术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近 5000 家，约占全

省 60%。

光谷科创大走廊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

将辐射带动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协同发

展，加快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这是加快

构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

发展布局的重要引擎工程，也是湖北省委、

省政府加强科技创新引领湖北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战略决策。

武汉，既要一马当先打造中部崛起“高

地”，也要扛起“一主引领”区域发展重大责任。

建成支点，走在前列。中国光谷再一次

肩负起重大使命。“这是一个类似于 20年前

创建‘中国光谷’时的重大机遇，我们必须紧

紧抓住、牢牢把握。”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汪祥旺如是说。

“揭榜制”破解“卡脖
子”技术难题

3 月 29 日，武汉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

发布首批武汉科技重大专项“卡脖子”技术

攻关项目榜，5 个重大专项面向全社会“揭

榜挂帅”，并提供 1.35 亿元市级科技研发资

金。

自 2019 年开始，湖北连续 3 年以“揭榜

挂帅”形式组织开展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推

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面向社会征集项目需

求 1424 项，其中 1135 项由企业提出，占比

79.7%。发榜 312项，揭榜成功 154项。

网络安全企业武汉安天信息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安天）一直在寻找安

全度高、同时适应5G时代的国产密码技术。

2019 年，湖北科技部门开始探索科技

项目“揭榜制”，武汉安天的技术需求，成功

进入榜单，行业老大北京炼石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揭榜。

双方共同完成“面向 5G 场景的移动智

慧安全的国产密码技术研究”项目研发，实

现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数据安全保护的“安

全、自主、可控”。

科技项目“揭榜制”已成为湖北产学研

合作新模式。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一位

负责人介绍，湖北将充分发挥省级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每年选取 3至

5 个重点产业链的核心缺失环节，实行“揭

榜挂帅”立项，统筹现有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湖北省将用 3年时间，重点培育产业链

上下游链主企业 50 至 80 家，突破“卡脖子”

技术 20 项，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

长 10%，打造 5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0个国家级和 40个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

范基地，推动湖北形成万亿级产业为引领、

五千亿级产业为骨干、新兴未来产业为先导

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

努力提高营商环境
软实力

“上周我公司向东湖高新区政务中心

‘一业一证’窗口提交了开药店申请，只交了

一次材料，今天就拿到含药品经营、医疗器

械经营、食品经营 3个许可的行业综合许可

证，节约半个多月时间，开店效率大大提

高。”5月 28日，湖北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外事部经理李曼伟告诉记者。

同一天，围绕企业最关注的 3 个重点：

放宽市场准入、降低创业成本、完善市场

退出，东湖高新区公布“光谷放宽市场准

入九条”。

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新政提出集成

商事税务业务流程，自然人股权变更按风险

等级管理最快半日办结；拓展“我要开店”一

事联办套餐，并在餐馆、药店等 15个行业推

行“一业一证”改革。

去年 6月，湖北印发“十必须十不准”通

知，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及工作人员当好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

5月 12日，“湖北科技一网通”服务平台

上线运行，湖北省科技厅 49 项政务服务事

项中 47 个实现线上办理，科技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升。

“现在交材料、办认定，在手机上就能搞

好，确实方便了许多。”湖北长投传媒总经理

马威体验“一网通”功能后，连连称赞。他说，

通过手机端接入，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科

技政策，查看办事进度，方便快捷。

正如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周德文所说：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湖北科技一网

通”整合政策、业务、数据等科技服务关键要

素，打造一体化窗口，致力实现全省科技业

务“一网通办”，当好 24小时在线“店小二”。

“湖北科技一网通”平台并非简单数据

整合，湖北科技厅结合优化科技领域营商环

境“清、减、降”专项行动，聚焦科技创新领域

群众关切的痛点、难点、堵点集中攻坚，再造

科技审批、管理、服务流程，切实提高政务服

务质效，所有事项办理承诺时限较法定时限

减少 78%。

湖北：吹响科技强省建设冲锋号
百年征程，荆楚大地沧桑巨变，日新月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高度关心、始终

牵挂，为湖北创新发展擘画蓝图、指路引航。6000 万荆楚儿

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砥砺奋进，主动担当作为，勇

攀科技高峰，创新动力澎湃荆楚，书写湖北高质量发展科技

新答卷。

产业集聚，形成创新策源地

5月 27日，武汉东湖高新区（又名中国光谷）再传捷报，武

汉一网万联科技系列专利技术打通了光纤通信“最后100米”，

光纤到桌面成为现实，全光纤网络解决方案已在多个写字楼、

医院和学校实践成功。

追光逐梦，中国光谷创新的脚步越走越快。1988 年，中

国光谷创建。从一根光纤起步，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

通信研发生产基地、光电器件生产基地、光通信技术研发基

地和激光设备生产基地。

眼下，中国光谷是武汉乃至华中地区北斗产业核心集聚

地。400余家北斗相关企业，年收入约280亿元，增速超过15%。

随着高新技术成为发展第一动力，中国光谷经济总量跃

居武汉各区之首。

今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科技创新大会启动建设光谷科技

创新大走廊，明确以中国光谷为核心承载区，联动武汉其他

城区，辐射带动鄂州、黄石、黄冈和咸宁，打造世界级科技产

业创新策源地。

自主创新，铸造大国重器

科技强则国家强，大国重器只能自主创新。

“我们时刻牢记嘱托，践行企业创新主体责任，健全科技创

新体系，多措并举激发员工创新动能，创新能力不断攀升。”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江设计院总工程师王小毛说，三峡工

程等国之重器就是检验自主创新能力的第一战场。

该院创新团队与多方合作，研发海上风电多边形筒型基

础和施工装备，该技术可使海上风电风机基础全套施工装备

投资较传统技术减少 30%以上，规模化应用后可大幅降低海上风电建造成本。这一国际首

创技术，对实现碳中和目标意义深远。即将建设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其升船机采

用钢丝绳卷扬全平衡式，有效水域尺度和总重量在目前世界上已建同类升船机中最大。

传承三峡工程精神，坚持自主创新，科技生产力凸显。此前，该院开展漂浮式水面光伏

漂浮系统、系泊技术、重载漂浮平台、水面电缆保护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相关成果在国内

成功实践，并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工程中推广，获得显著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开辟一条新路。

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初夏的长江岸边，绿意正浓。

在宜昌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沿江绿化带郁郁葱葱，吸引众多游人打卡。

“企业转型升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含量高了，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核心竞争力

更强。”5月 30日，宜昌兴发集团总经理助理陈晓清兴奋地向记者讲述危机中育出的新机。

2018年 4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对企

业员工说，要首先立个规矩，把长江生态修复放在首位，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能搞破

坏性开发。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

宜昌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是三峡库坝区的生态屏

障，也是长江流域的生态敏感区。陈晓清说，兴发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面推动“关

停、转型、搬迁、治污、复绿”五大工程，厂区变化翻天覆地。

近年来，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累计关停、搬迁和拆除沿江装置 32套，并升级改造环保

装置，关闭沿江 4个企业排口，确保污水不入江。

“绿色发展，向科技要产值的步子不会停。”陈晓清说，如今，虽然生产园区变小了，但企

业产值不降反升，“守规矩”让兴发集团的发展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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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成果

▶高校129所

▶两院院士73人

▶国家重点实验室29家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2家

数据来源：湖北省科技厅

▶国家众创空间83家

▶科研机构3675家

▶国家级高新区12家

◎吴 岩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秦建彬

▶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0家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3家

▶高新技术企业1040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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