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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网
站，就看到网页最上方有上一
句醒目的标语：“武汉，每一天
不一样！”

的确，无论是回顾历史，还
是聚焦当下，武汉每一天都展现
着新的容颜。尤其是在经历完
疫情的重大考验后，英雄的武汉
浴火重生。

在如今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高层定调下，大武汉正书写
着新时代的江汉华章。

“965”产业体系绘出
高质量发展蓝图

在平面直角坐标上，武汉市
东西最大横距134千米，南北最
大纵距约155千米，形如一只自
西向东翩翩起舞的彩蝶。

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这只“彩蝶”在2020年
初停止了飞翔。

庚子年春节，武汉战“疫”打
响，这是一场投入举国力量的人
民战争，全国支援，全民动员，力
撑武汉。而武汉人民顾全大局、
顽强不屈，为阻击病毒作出巨大
牺牲。

在武汉战“疫”中，3000 多
名 80岁以上老人被成功救治，
其中百岁以上老人7人，年龄最
大的108岁。

在向国外同行分享中国治
疗方案时，对方问一位医者：“患
者多大年龄会被你们放弃？”这
位医者脱口而出：“我们永不放
弃，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没
有放弃的概念。”

2020年4月8日，封城76天
后，英雄之城武汉重启大门。

武汉按下“重启键”之后，国
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踏上武汉这
片土地。在众多企业中，有一个
公司值得关注。

2020 年 5月 19 日，霍尼韦
尔公司新兴市场总部暨创新中
心在武汉揭牌，成为2020年第
一家在武汉成立公司的世界
500强企业。

“我们对武汉的未来充满信
心。”霍尼韦尔中国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企业对于武汉的信心来源
于她的浴火重生。2020年，虽
然一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受疫情
影响纷纷“跳水”，但武汉锐意进
取，搏杀二季度、冲刺三季度、决
战四季度。最终，武汉扭转不利
局面，以超过1.5万亿元的GDP
数据为这特殊的一年画上圆满
句号。

作为封控时间最长、重启时
间最晚、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城市，
武汉用行动和结果告诉全世界，
没有中国人民克服不了的困难。

2021 年，武汉取得“开门
红”，一季度 GDP 增速数据惊
艳：58.4%。这个数字的背后，既
有因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补涨
空间较大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
武汉的后劲和潜力。

掀开今年一季度武汉的经
济成绩单，在工业方面，武汉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更是同比大
增 167.5%；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86 户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30.7%；投资、消费、外贸也在
全面恢复。

同样是一季度，215个集中
开工重大项目总投资达3305.4
亿元，创下武汉市单次集中开工
之最；112个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总金额达3462亿元，为武汉历
年来单场招商活动之最……

收获喜人成绩的同时，武汉
也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产业结
构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出
强劲动力。

6月中旬，霍尼韦尔宣布在
武汉常福医院采用其一体化的

智慧医院弱电智能化系统，涵盖
包括医护对讲系统，视频探视系
统，综合布线系统，无线对讲系
统，公共广播系统等在内的 29
个子系统，助力常福医院打造稳
定、灵活、高效的信息管理服务
体系，为“平战结合”的现代化智
慧医院树立了标杆。

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
副总裁兼中国总经理李烨表示：

“‘平战结合’理念与智能化技术
的全面融合将进一步优化医院信
息管理流程、提升效率、确保各医
疗信息共享并降低运营成本，一
站式智慧医院解决方案也有望成
为现代化医院标配。”

霍尼韦尔将智慧项目再次
布局武汉的背后，是武汉将“智
能建造”列为“十四五”时期武汉
的支柱产业之一。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武
汉提出打造九大支柱产业、六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未来产业
的“965”产业集群发展思路。九
大支柱产业包括：“光芯屏端网”
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制造和服
务、大健康和生物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智能建造、商贸物流、现
代金融、绿色环保、文化旅游。
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网络
安全、航空航天、空天信息、人工
智能、数字创意、氢能。五大未

来产业包括：电磁能、量子科技、
超级计算、脑科学和类脑科学、
深地深海深空。

武汉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武汉市“965”产业体系
空间布局，武汉提出了奋斗目标：
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家先进制
造中心，成为全国领先、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产业创新策源地、数字
经济先行区、转型升级样板地。

落户门槛进一步降低

《全球城市
史》作者乔尔·
科特金曾说：哪
里更宜居，知识
分子就选择在
哪里居住；知识
分子选择在哪
里居住，人类的
智慧就在哪里
聚集；人类的智
慧在哪里聚集，
最终人类的财
富也会在哪里
聚集。

拥有 83 所
高校、超100万
大学生的武汉

无疑是人才的摇篮。然而，此前
有一个令人惋惜的现实：“人才
摇篮”没有成长为“人才大市”。

武汉市人社局数据显示，
2007年，大学毕业生留汉就业
比例 55.3%，此后逐年下滑，
2011年首次跌破50%。到2016
年，这个比例已下滑至45.5%。

“武汉虽然高校多、大学生
多，但人才利用率不高、人才流

失率偏大，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流
向了武汉以外的地区。”一位武
汉市的掌政者曾道出武汉面临
的尴尬局面。

想要走出“为他人做嫁衣”的
困境，势必需要一番新的作为。

将时钟拨回到 2017 年初，
武汉提出“百万大学生留汉就业
创业工程”。

当年2月，武汉市委机关报
《长江日报》在头版刊发文章《梦
想之城请你留下来》。其中提到
了武汉已确立目标，打造“大学
之城”“青年之城”“梦想之城”

“创新之城”，力争5年留住100
万大学生。而后，“送钱送房送
户口”的政策密集推出，由此也
被视为第一个打响“抢人大战”
的城市。

拿出真金白银的武汉，抢人
效果立竿见影。据武汉市招才
局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武汉新增留汉大学生（参加
社保）109 万人，其中落户 45.8
万人。

在留人的同时，武汉也清醒
地意识到，一座城市吸引什么样
的人、由什么样的人参与建设，
关系到城市未来的社会结构、人
力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及文化结

构。也就是说，不仅要留人，还
得引进人才。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
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陆铭也曾表示，如果想让人才能
够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就必须找
到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竞
争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改善
营商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

2019年5月，时任武汉市委
副书记、市长周先旺（现任湖北省
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在一场公
开活动中透露，武汉要推动城市
人口从1000万向2000万跨越。

记者注意到，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武汉市常住人
口为 1232 万人。与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978 万
人相比，10 年共增加 254 万
人，增长 25.97%，年平均增长
率为2.34%。

由此可见，武汉在未来还要
增加近800万人才能完成既定的
目标，任务可谓艰巨。

一个好消息是，近几年，我国
产业布局发生调整，东部沿海的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
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而劳动力伴随着产业流动，
如果武汉能抓住产业转移的机
遇，那么收获人口回流的红利将
照进现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不
仅需要高端人才，更需要各个维
度、各个圈层的人才协同发展，这
样人才结构不会断层，也才能给
城市综合发展带来正向推动力。

湖北和武汉显然已经认识到
了这一点。

近日，湖北省发改委印发了
《2021年全省新型城镇化和城乡
融合发展工作要点》，其中进一步
降低了武汉市落户门槛：推动武
汉市全面落实取消进城就业和居
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
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
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
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等重点群体
落户限制条件，改进积分落户办
法，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
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对此，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
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认为，武
汉要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和
带头作用，需要继续释放人才红
利，坚持数量与素质的统一，构建
人口均衡型社会，从而更好地助
力湖北实现“一主两翼，全域协
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进
一步释放科教基地的优势，6月
20日上午，武汉举行了“助力英
雄城 共创新辉煌”武汉理工大学
专场活动。活动现场，武汉氢能

产业促进联盟、武
汉智能汽车产业创
新联盟、长江游轮
游艇产业创新联
盟、建材建工行业

“碳达峰碳中和”
创新联合体四大
产业创新平台正式
启动。

“产业创新平
台的建立，聚焦国
家战略需求和武汉

‘965’产业体系，
对接高校优势学科
和社会资源，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引
领武汉产业升级。”
武汉理工大学相关
负责人如是表示。

四大产业创新
平台的成立对于武
汉有何意义？“此举
将为促进市校加强
合作，推动重要产
业项目在武汉布
局、重点科技成果在武汉对接转
化、学校重要特色科学技术与行
业企业融合发展搭建平台载体。”
上述负责人说。

九市同心共建武汉都市圈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这份指导意见也被认为是
中部崛起战略的升级版。

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塔尖”的高度。如果问
中部地区谁是“塔尖”？答案显然
易见：武汉。

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
至2025年）》，其中提出，“壮大长
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形
成南北呼应、共同支撑中部崛起
的核心增长地带。”也正是在这份
文件中，武汉收获“国家中心城
市”称号。

两年后，2018年11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
游城市群发展，官宣了武汉的领
头羊地位。

能被高层“相中”，武汉凭借
的是过硬的“业绩”实力。即便是
在经历疫情重创的2020年，武汉
也以1.56万亿元的经济体量站
稳长江中游城市群“C”位，仿佛
一个支点，支撑着巨龙的腰部翩
翩起舞。

虽然武汉的“老大”地位已成
事实，但很多人的共识是武汉仍
无法做到“一呼百应”。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应勇此前一针见血地指
出，武汉的问题并非一城独大，而
是大而不强。

而后，《长江日报》发表评论
文章《以武汉之“强”重新定义武
汉之“大”》中提到，唯足够强，才
能担负起各项国家使命，才能更
好“一主引领”。

记者了解到，“十四五”期间，
武汉明确提出，加快打造全国经
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
区域金融中心，努力建设现代化
大武汉。

要想加快打造这“五个中
心”，单打独斗显然难以为继，只
有合作，才能共赢。和谁合作？
怎么合作？武汉都市圈给出了一
个答案。

4月2日，湖北省区域发展布
局暨县域经济工作推进会上，明
确提出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就
是1个城市”。

5月19日，武汉城市圈同城
化发展联席会首次会议举行。武
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
仙桃、天门、潜江等湖北省9市共
同签署《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
合作框架协议》，达成通过城市圈
同城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相关专家认为，推进武汉城
市圈同城化发展，是发挥武汉城
市圈“一主引领”作用，推动新时
代湖北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中
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和服务
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
举措。

为什么如此关键？先来看看
基本数据，武汉城市圈国土面积

约占湖北省1/3，集中了全省一
半以上的人口，是湖北省产业和
生产要素最集中、最具活力的地
区，是我国中部最大的城市组团
之一。

再从定位看，武汉城市圈是
国家“十四五”规划、《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等国家重大规划确定的重
点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
区域，也是湖北省“一主引领、两翼
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的
重要部署，更是湖北省高质量发展
主引擎、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主支
点、全国重要增长极。

建设都市圈，交通的互联互
通是基础。在此之后，城市之间
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行政
壁垒。

就在近日，武汉城市圈政务

服务“跨市通办”迈出关键一步。
据悉，6月17日起，武汉、黄石、鄂
州、黄冈、孝感等武汉城市圈9市
同步启用“武汉城市圈通办综合
窗口”。106项涉及住房公积金、
民政、医保等领域的高频事项办
理告别“多地跑”“往返跑”，实现
跨市通办。

武汉市政协方面提出，应充
分发挥武汉作为九市龙头的作
用。武汉市牵头整合圈内各类开
发区、科技园、产业园区等资源，
将其纳入武汉的国家级开发区范
围，共享共用光谷、车都、大临空
经济区等品牌，对外实施统一的
建设口径与一体化的发展政策，
共同建设光谷科技大走廊和科研
实验室，集中发展总部经济，实施
园区共建、联合招商等合作模式，
真正形成一个城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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