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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破局
“腾笼换鸟”强动能

今年，随着数字经济增加值稳步递
增，古荡成功跻身西湖区数字经济“第
一方阵”。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推
动古荡街道经济稳进提质注入了持久
动能。

看似抢抓机遇，实则蓄势已久。
20 年来，从“芦苇荡”到商业集聚区，古
荡街道始终以前瞻性思维，积极探索楼
宇模式更新、产业转型升级的“腾笼换
鸟”之路。

作为杭州老工业园区的古荡街道，
在2010年已基本完成从密布中低端制
造的“厂房经济”到高新技术、文化创
意、商 业 服 务 三 大 产 业 的 转 型 。 到
2020 年，古荡街道又决心推进“老商
圈、老楼宇”改造，不断增强楼宇商圈竞

争力，并逐步形成“南部莲花、北部数
益”两大商圈，以浙大科技园为首的西
溪路楼宇集群，构建起“新金融+新零
售+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健康服务”的
五大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2021 年以来，古荡街道开始瞄准
科技金融产业“新赛道”，原先的“数字
经济”发展单向道逐渐向“数字经济+
科创金融”双轮驱动转变。

一次次恰逢时宜的“转换赛道”，展
现了古荡在产业布局上的敏锐度。如
果说，打造数字经济“第一街”，是古荡
当前厚植优势的“新定位”；那么，发展
科创金融产业，则成为古荡因势而谋的

“新方向”。
最近召开的西湖区委十届二次全

会提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
轮驱动，打造高能级产业集群。而金融
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与数字经济深度
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顺应时代，瞄准未来，乘势而上，

古荡就是在这样的升级转换中一步步
茁壮成长起来的。”古荡街道党工委主
要负责人说。

厚植优势
精准发力谋新局

最近，古荡街道不断向外发出招商
“讯号”：云州国际、浙财大金融科创园、
大昌西溪中心⋯⋯10 余万平方米的楼
宇产业链火热招商中。

楼宇招商是古荡街道迈向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眼下，坐落于浙
江财经大学文华校区金融科创园的“古
荡会客厅”建设正如火如荼，并将于近
期完工。

“届时，一个集对外展示、招商洽
谈、项目路演、为企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的服务‘窗口’将诞生。”古荡街道招商
相关负责人说，“同时，该会客厅还将为

辖区内优秀人才和创业团队营造孵化
环境，并提供‘西湖英才’计划、大学生
创业政策等一系列扶持措施。”

作为杭州高校资源最为集中的区
域之一，西湖区正按下发展高校经济的

“快进键”。不久前，古荡街道与浙大科
技园签署“文化与科技融合产业园”合
作协议，联合打造以“文化与科技融合”
为主题的园区转型升级示范样板，构建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创新创业服
务链，助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和相互
赋能。

产学研成果转化，做大平台是硬支
撑。目前，古荡正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谋篇布局”：建设“一厅、两圈、三园”产
业平台，即打造智慧型“古荡会客厅”，
做好浙财大金融科创园、云州国际中
心、浙大科技园等园区扩容提质，以创
新平台能级提升带动莲花、数益商圈融
合发展。

因地制宜，发挥最大资源优势。“西

湖区地处城西科创大走廊‘东首’之位，
古荡街道着力发挥好区域优势，更加注
重高校合作与人才引流，不仅为企业提
供良好的物理空间，更要提供广阔的成
长空间，做好企业发展的‘加速器’。”古
荡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说。

数“智”赋能
营商环境更优质

要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为企
业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服务保障。

找 场 地 、找 服 务 、找 政 策 、找 资
金 ⋯⋯ 今年，古荡街道以数字化手段
赋能社会治理，创新推出“企服通”数字
化平台，将辖区内企业、楼宇和街道“一
网连接”，精准为企纾困解难。目前，

“企服通”已在“浙政钉”数字经济板块
推出。

近年来，古荡街道围绕辖区中小微
商圈楼宇行业特点、产业架构等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因客施策开展针对性服
务，精准帮扶小微企业。同时，街道纪
工委加紧梳理监督重点、跟进监督、精
准监督，紧盯街道“走亲连心三服务”工
作及服务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
题，推动各项惠企政策依法落地见效，
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纵观全局，庞大的社会治理体系背

后，是古荡街道倾力搭建多方联动、高
效联调的“五级塔防”架构。一个指挥
中心，配上防范圈、应急圈、执法圈、网
格圈四大“协同圈”，垒成了这座数字化
基层治理“金字塔”。

“去年以来，为深化‘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古荡街道谋划以数
字化改革为牵引，聚焦辖区特色，构建
六级贯通、四治融合的基层运行机制，
以‘党建统领、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畅
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逐步实现基
层的精细化治理。”古荡街道综合指挥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古荡街道已整合公安、综合
执法、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人员力量，
组建了一支专业综合巡查队伍，开展日
常街面保障、应急处置等基层综合治理
行动；线上端，则打造了以覆盖居民生
活“最后一公里”的“网格通”、保障居民
生命安全的“平安通”、提供便民惠民服
务的“服务通”和精准助企纾困的“企服
通”，全方位以数“智”赋能辖区不同群
体。

“社会治理，归根结底是人的治
理。古荡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让
辖区居民或企业人员享受到‘无感使
用、有感体验’。从共建到共治，最终走
向共享，方能打造一个更加优质高效的
营商环境。”古荡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
人说。

西湖区古荡街道：乘势而上 数字经济加速“腾飞”
娄晓涵 章 洁

当下，数字经济先行、创新创业活跃正成为杭州西湖区的鲜明标签。古荡街道以其“中兴”发展定位脱颖而出，不断夯实“稳”的底盘，厚植“进”的

优势，以数字产业高地为发力点，全面开拓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今年1-7月，古荡街道财政总收入达133.23亿元，同比增长38.35%；一般公共预算达60.84亿元，同比增长36.1%，总量位居西湖区首位，助推

西湖区加快打造科创引领、制胜未来新高地，为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彰显“古荡担当”。

西湖区古荡街道莲花商圈的文创地标“天目里”西湖区古荡街道莲花商圈的文创地标“天目里”

西湖区古荡街道致力打造数字经济“第一街”

（图片由西湖区古荡街道提供）（图片由西湖区古荡街道提供）

嵌入式体育场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

临平：“星级”标准打造高品质“10分钟健身圈”
应 陶 王艳侠

（图片由临平区发改局提供）（图片由临平区发改局提供）

临平区水美公园

“星级”标准
建设品质“健身圈”
作为杭州融沪桥头堡，临平一直在

追求着城市的品质——望梅高架路、东
湖高架路串联临平南北区域，直通杭州
主城区；杭州地铁 9 号线让市民出行 1
小时直达钱江新城；临平大剧院内精彩
演出轮番上演；临平体育中心作为亚运
场馆，在改造提升后全新亮相⋯⋯

在完善大配套的同时，临平也在城
市“金角银边”中做文章——打造一批
高品质的嵌入式体育场地。“嵌入式体
育场地的建设，关乎每一位群众，是提

高群众健康娱乐生活的‘前哨’，也是建
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的切实举
措。我们必须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临平区发改局主要负责人说。

嵌入式体育场地建设，如何确保高
质量？临平出台“星级”建设计划。

所谓“星级”，被分成了三档，“一
星”“二星”和“三星”。划分三档的初级
标准，是以可利用空间的大小为依据。
如“一星”场地，主要是受空间限制，只
能建设非标准场地的区块，包括笼式足
球场、足球墙、网球墙等；“二星”场地，
主要建设球类活动场所，且是有两个项
目以上的多功能运动场；“三星”场地，
需按照标准场地要求建设，且有 3 个项

目或片数以上场地。
根据场地空间大小划分的三档体

育场地，明确 3 条赛道。要想在赛道中
争先进优，获评为真正的星级场地，还
需考量建设情况、相应配套。“比如说要
评选‘三星’场地，首先需要满足多项目
的硬杠杠，还需要考虑现场灯光、围网
等硬件设施是否配备齐全，智能化淋
浴、更衣、储物、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是否
贴心配备。”该负责人说，换言之，以“星
级”标准，引导各类型的嵌入式体育场
地高质量建设。

目前，临平区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
建设“星级”评定标准（试行版）已然出
台。今年建设的 33 处嵌入式体育场地
均将以此为标准开展建设。“到今年下半
年，我们也计划评选出首批‘星级’嵌入
式体育场地，打造标杆。”该负责人说。

民意为先
提升群众满意度

嵌入式体育场地，是民生工程，要
高标准建设，更要以人为本。

为此，临平在建设嵌入式体育场地
的过程中，广开言路。“请广大市民一起
寻找家门口适合建嵌入式体育场地的
公园绿地、沿河绿地、桥下空间、废弃厂
房等。”“想建什么样的体育场？”“体育

场里想配什么运动器材？”“体育场内还
希望提升什么设施？”⋯⋯任何涉及体
育场地建设的相关内容，临平都在公开
平台上、设施周边社区评审会中充分收
集群众意见。

“嵌入式体育场地不单单只是一个
配套，更象征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城
市的品质，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理念，建设让老百姓有更多
幸福感、获得感的体育场所。”临平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夏日的傍晚时分，望梅桥下嵌入式
体育场地内已座无虚席。有90后年轻
小伙，相约篮球场地，打一场友谊赛；有
正在放暑假的青少年们，跟家长学习打
羽毛球或乒乓球；一旁的中年阿姨们也
已跃跃欲试，准备在闲余空间上跳一场
广场舞⋯⋯

1993 年生的安小龙就是其中之
一。“我是外地人，在临平上班。下班以
后就算一个人，也会来这里打会儿球。
打得久了也就有了新朋友，还挺开心
的。”但对于现在的体育场地，小龙还是
觉得稍有不足，“夏天打球真是挺热的，
但附近没有买水的地方，也没有公共厕
所能洗把脸，还是有点不方便。”

事实上，小龙提出的意见，已经纳
入进该体育场地的二期项目中。据了
解，正在建设中的二期项目不仅会增加

门球、网球、儿童篮球、乒乓球和健身广
场等项目，满足一老一小的健身需求，
还将周边社区居民反映的公共厕所、营
业用房、公共非机动车停车位的配套设
施建设纳入其中。

听闻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都有了
回声，良熟新苑居民石大姐高兴极了：

“我是安徽人，搬到临平来住也已经 3
年多了，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融入临平，
很幸福。”

数字赋能
精准化便民服务

截至目前，临平已通过各类途径，
收集了 200 余条关于嵌入式体育场地
建设的群众意见。其中一点，被多人反
映：现在关门的时间太早了。平时七八
点下班后，还没运动一会儿，九点多就
要关门了。

“群众的需求，我们早有耳闻。所
以我们正在探索如何在嵌入式体育场
地的建设中，加入数字化设施，以智能
管理代替传统意义的人为管理。”临平
区南苑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以数字赋能，实现精准化服务，临
平已经有所探索。据悉，临平已搭建起
智能管理平台，并在其中建起临平体育
场地数字管理子平台，集纳了嵌入式体
育场地设施的数据。这些数据又与临
平区文旅大数据相打通。接下来，临平
会系统建设驾驶舱、管理平台、客户服

务平台“一舱两平台”，方便市民随时查
询全区的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并进行
咨询、预约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嵌入式
体育场地设施的知晓度、使用率。”

“这样一来，老百姓既可以提前预
约场地，也可以让场地的使用追溯到
人，引导群众爱护场地，不人为损坏场
地，从而打造真正意义上的 24 小时体
育场地，包括服务和管理也都是 24 小
时。”临平区相关负责人说。

这样的数字化设施，在临平区的
嵌入式体育场地内，已不难发现。走
在水美公园内，智能储物箱配套在公
共淋浴室旁，方便群众运动前后存放
物品；在临平山西嵌入式体育场地，量
子方足球场已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提
前预约场地⋯⋯

除了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服务外，临
平还在探索“场馆+运动+商业”的长效
管理模式。据悉，临平正联合各类体育
协会、社会组织、社区和企业等社会主
体，共同参与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的建
设。沪杭铁路沿线的杭州跑步中心，正
以该模式运营。目前，该农文旅体融合
为一体的嵌入式体育场地，日均接待群
众2000人次，节假日高峰期有近万人，
成为了周边群众健身的首选打卡地。

依托一系列创新举措，临平力争到
2024 年，新增嵌入式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 10 万平方米以上，新建改扩建“星
级”嵌入式体育场地 200 个，实现临平
全区社区（村）全覆盖。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身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在城市

的“寸土寸金”里，公共体育设施如何补齐，人们“健身去哪儿”？

7 月，杭州市出台《杭州市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 年）》，并提出，通过三年行动，在新增体育场地面积中安排

16%以上用于建设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主要配套“三大球”（足球、篮球、排

球）、“三小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和门球。也就是说，通过建设嵌入式体

育场地盘活的城市“金角银边”，未来，可以成为家门口的“10分钟健身圈”。

这个“圈”怎么画？还需因地制宜。正在高水平建设“数智临平 品质

城区”的临平区，在杭州市级的建设标准下，制定了嵌入式体育场地设施

“星级”建设计划，明确星级评定标准，合理布局，以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的健身需要。

临平山西嵌入式体育场地的足球场实行线上预约制

望梅桥下嵌入式体育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