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0 年前，白居易漫步西湖，
群峰围绕，层林叠翠，彼时的他留
下感慨：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
留是此湖。

如果放在过去五年的时间跨
度审视，可谓一半勾留“数”此城。
一个“数”字，铸就了新时代的杭州
荣光，找准了高质量发展的赛道。
过去五年，杭州更好发挥头雁作
用，锚定一流标准，坚决扛起省会
担当，在全省的龙头地位不断巩
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
提升。

五年间，杭州推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大力实施新制造业计划、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
去年底，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高于 GDP 增速，工业投资
和制造业投资双双扭转多来年增
长乏力态势。

五年间，数字经济激活杭州新
动能。去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 4905 亿元，占 GDP 比重
27.1%，位居全国前列；全球创新
指数跃升至第 21 位；GDP 跃升至
全国第 8 位；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
第 4 位；入围民营企业 500 强数量
连续 19 年全国第一；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突破 1 万家；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居全国第5位⋯⋯

五年间，杭州常住人口猛增三
分之一，从 918 万人涨至 1200 多
万人，人口增速位居全国城市前
列，人才、海外人才、互联网人才净
流入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毫无疑问，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为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在这条快车道上跑出

“杭州速度”。
站在更高远的立场上，杭州重

新审视数字对一个城市的定位和

价值：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加快
政府、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
型。

于是我们看到，大到城市治
理、产业转型，小到一个个审批事
项的简化，杭州习惯“跳出杭州看
杭州”，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全国乃
至全球视野去审视城市发展，检验
创新成效。

在全国首创“健康码”，建设数
字应用场景 488 项，数字治城、数
字治疫成效明显；率先实现企业开
办“分钟制”和项目审批“小时制”，
被列为全国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设立全国首个互联网法院⋯⋯

当好数字化改革标杆，杭州还
在加快“城市大脑+现代城市+未
来社区+活力乡镇+未来乡村”核
心场景建设，争取率先建成高水平
的“掌上办事之城”“掌上办公之
城”“掌上治理之城”。

数字也记录了杭州人真切的
幸福感。

向新高点跃迁，一条“幸福线”
贯穿发展始终：杭州已经连续 15

年入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
全国唯一的幸福示范标杆城市。

入选全球 15 个旅游最佳实践
样本城市，西湖西溪实现一体化保
护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分别增长7.4%和8.9%、倍差由
1.87 缩小至 1.75；新增基础教育学
位40.2万个；杭黄高铁、杭台高铁、
杭州南站和绕城西复线建成通车；
地铁运营里程即将达516公里⋯⋯

所有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
都是为了让人民的幸福感落地生
根：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杭州
努力以“城市之窗”展现“中国之
治”。

在快与变之中，未来的杭州，
奔向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
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
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的卓越城市，奔
向人们心生向往、人生出彩、情感
归属的梦想城市，奔向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窗口城市。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杭
州，搏浪前行！

杭州：当好高质量发展赛道领跑者
本报记者 张 彧 张 留

不用带钱包和公交卡，随便站在
一台地铁闸机前，打开手机乘车码刷
一刷，伴随着“嘀”一声就轻松过闸。
这样采用移动支付搭乘地铁的方式，
自 2017 年 12 月起就已经成为杭州市
民的日常，持续至今。

如果说杭州地铁实现移动支付全
覆盖，像是一阵清风，那么紧随其后的
交通建设大提速，则是繁花似锦的整
个春天。

城 市 轨 道 出 行 更 加 便 利 。 从
2018年起，杭州进入地铁建设的加速
期。2020 年，杭州地铁运营里程从
136 公里增至 307 公里，十城区实现
地铁全覆盖。2022年，杭州新增地铁
运营里程数再创新高，截至 5 月底已
达 419 公里，年底将达 516 公里，这意
味着杭州将跻身城轨“500 公里俱乐
部”，与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并肩。

市域高效联通交通网络体系也在
加速铺就。绕城高速西复线、建金高
速等多条高速公路开通，杭州正式进
入“二绕时代”；杭州快速路网再度外
拓，逐步实现主城、副城、组团“45 分
钟时空圈”。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杭州交
通五年巨变，是对城市格局和功能定
位重新落子。依托“二绕”的开通，都
市圈合作形态，从“杭州—节点县市”
的辐射形态进一步向“节点县市—节
点县市”的多点合作升级，节点县市更
好地担负起杭州“卫星城”的功能。

速度改变生活，也为我们每个人
带来更好的未来。

一个乘车码
看杭州交通巨变

本报记者 吴佳妮

乘客扫一扫杭州地铁场所码之后，可
实现“四码一屏”显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乘客扫一扫杭州地铁场所码之后，可
实现“四码一屏”显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沪杭甬高速公路杭州市区段改建工
程起于沪杭甬高速乔司枢纽以南，终于红
垦枢纽，全线长约23.6公里。图为6月底
前将具备通车条件的新建彭埠大桥主体
工程（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杭州钱江新城（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亮出健康码，人们便捷进出社区、
超市和高速公路⋯⋯诞生在杭州的健
康码，在过去两年零三个月里“天天无
休”，筑起数字化防疫墙，助力全国各
地科学有序“动起来”。

2020年2月11日，杭州健康码正
式上线。短短一周内，浙江11个设区
市实现健康码全覆盖，为全国数字化
疫情防控提供了“浙江方案”，成为精
密智控的杭州探索与实践。

诞生两年多来，健康码始终因时
而 进 、因 势 而 新 ，不 断 迭 代 升 级 。
2021年底推出的场所码，通过精准记
录位置信息，助力出现疫情后快溯
源、快隔离、快检测、快转运，已在全
省多地推广；2022 年 1 月，在“红、黄、
绿”码之外增加“橙码”赋码规则，更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2022 年 4 月，健
康码上新“帮扫”功能，为没有智能手
机的老人、孩子提供有温度的政务服
务⋯⋯

前不久，杭州健康码还新增了“核
酸检测时间倒计时”模块，这背后是杭
州创新推出常态化核酸检测，市民每
72 小时完成一次核酸采样，与之相匹
配的是步行 15 分钟可达的 1 万余个
核酸采样点。为科学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杭州自 4 月 28 日启动常态化核酸
检测工作，并严格执行场所码扫码核
验，在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寻找最大限度的平衡。

从杭州出发走向全国，健康码蹄
疾步稳的背后，映射了战“疫”两年多
来的数字历程，更让人们看到了数字
治理的浙江智慧和浙江速度。

一个健康码
看杭州精密智控

本报记者 张梦月

近年来，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持续发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民
心工程。图为上城区复兴南苑入口（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吴佳妮 摄

闪亮“浙”五年·迎接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杭州篇

数说杭州这五年

图为2021年全省“未来工厂”试点企业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的“西奥电梯未来工厂”（资料照片）。 西奥电梯供图 数据来源：杭州市统计局 浙报制图：陈仰东 邬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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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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