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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云创文创融合发展科创云创文创融合发展 构建构建““创新创业新天堂创新创业新天堂””

西湖区西湖区：：民呼我为民呼我为 宜居宜业宜居宜业
丁丁 珊珊 谢雯艳谢雯艳

杭州市西湖区杭州市西湖区，，因因““西湖西湖””而名而名，，她的她的““美丽美丽””是自然的是自然的、、生态的生态的。。西湖的西湖的““三面云山一面城三面云山一面城”，”，西溪湿地的西溪湿地的““一曲溪流一曲烟一曲溪流一曲烟”，”，铜鉴湖的铜鉴湖的““自然自然

野趣野趣”“”“一川如画一川如画”，”，这是人水相亲这是人水相亲、、城水相依的西湖区城水相依的西湖区。。

她的她的““美丽美丽””更是更是““硬核硬核””的的、、经济的经济的。。浙江大学浙江大学、、西湖大学西湖大学、、国科大杭高院等高校院所聚集国科大杭高院等高校院所聚集，，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阿里云阿里云

展现强劲算力展现强劲算力，“，“通义千问通义千问””大模型全社会共享共用大模型全社会共享共用；；亚运会徽亚运会徽、、奖牌等重磅设计横空出世奖牌等重磅设计横空出世，，运动与美学结合的意象成为难忘经典运动与美学结合的意象成为难忘经典。。

科创科创、、云创云创、、文创交融文创交融，，生动诠释了西湖区的产业之美生动诠释了西湖区的产业之美、、发展之美发展之美、、未来之美未来之美，，成为杭州构建成为杭州构建““创新创业新天堂创新创业新天堂””的有力支撑的有力支撑，，是杭州打造世是杭州打造世

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的关键支点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战略的关键支点。。

美丽西湖美丽西湖，，正在正在““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建设新天堂””的系列变革中的系列变革中，，在全面深化在全面深化““六六行动六六行动””的具体实践中的具体实践中，，在在““科教文创高地科教文创高地、、活力品质城区活力品质城区””的目的目

标推进中标推进中，，展现无限生机和希望展现无限生机和希望。。

极目西湖极目西湖，，万千气象满目新万千气象满目新。。

俯瞰西溪湿地

之江文化中心 方建飞 摄

西湖区翠苑一区社区践行“民呼我为”，将“老年食堂”迭代升级到4.0版本。图为老人正在用餐。西湖区翠苑一区社区践行“民呼我为”，将“老年食堂”迭代升级到4.0版本。图为老人正在用餐。

科创云创文创融合交织
锻造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被认为是区域
竞争的根本。科创西湖，正展现强劲动
能。

布局科创，西湖区优势何在？从资源
禀赋看，西湖区是科教名城，一大批顶尖
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此聚集，无数“智脑”为
生产力跃升注入不断动能；从发展规律而
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物质、精神
得以丰富的“梁”和“柱”。要助力浙江省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西湖区必须在高质
量发展中做大做优蛋糕。

谋定而后动。近年来，西湖区面向未
来和前沿布局，沿着高校布局创新圈，做
精做深“一链一院一基地”，科技创新“关
键变量”正陆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大
增量”。截至今年 6 月，西湖区科技成果
转化指数居全省第二，再夺浙江省科技创
新最高荣誉“科技创新鼎”。

科技创新之难，难在 0 到 1 的原创性
突破，更难在1到N的产业化过程。

纵观各个科创平台、孵化器，无不折
射出西湖区优化整合政策资源、提高成果
转化的“科创经”，区、镇街、平台正系统配
套创新政策、创新生态营造、要素配备，以
强大的供给力穿透科创转化难点堵点。

紫金港科技城管委会组建西湖大学
服务专班，“深入每个实验室，深入每位教
师”收集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定期会商，
研判转化可能性；

锚定“最初一公里”，杭州启真创新智
能制造概念验证中心助力科创成果转化，
跨越基础研究成果到实际研究之中的“死
亡之谷”，30多个科研成果已迈向产业化；

在“1897 科创谷”，西湖区、三墩镇整
合技术资源，引进华为工业赋能中心等平
台为企业赋能；发挥浙大药学院鑫药创制
园的产学研优势，在产品中小试环节，及
时匹配应用端龙头企业资源，让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更精准有效。

云创西湖，正在数实融合间更“硬
核”。

“乘云而上”的战略选择，则根植于西
湖区肥沃的数字经济产业土壤中。9 月，
从西湖区云栖小镇成长起来的阿里云，正
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通义千问”大模型。
此前，阿里云入选城市大脑“智慧交通”创
新联合体成员单位，助力升级城市大脑

“杭州样板”。
从一朵“云”到一片“云”。今年上半

年，西湖区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45.5%，泰利斯医疗、博可生
物、亲宝优品、涂鸦信息 4 家企业列入今
年杭州市“未来工厂”培育企业名单。

数据释放明显信号：产业数字化对数
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背后
则是西湖区从数字经济基础层到应用层
全链条的贯通。

文创西湖，同样展示别样精彩。
提起杭州亚运会会徽、奖牌等这些顶

流设计，你大概率不会太陌生。但很多人
不知道的是，这些作品主要设计者的工作
室，都坐落在西湖区艺创小镇。“杭州亚运
会奖牌设计融合了西湖、大运河、良渚古
城遗址。”亚运会奖牌设计团队负责人章
俊杰介绍，“我们想体现一种开放、包容的
东方审美。”

“钱塘自古繁华”，西湖区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艺创小镇，是新时代西湖区以文
促产发展文创产业的缩影。如今，西湖区
抢抓之江文化产业带建设带来的战略机
遇，发挥国家级视听产业基地、全国文艺
两新集聚区实践基地等平台带动效应，依
托“两院两镇”资源，成为第二届全民阅读
大会、第 12 届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的
举办地，文化新风扑面而来。

高颜值城乡和谐共生高颜值城乡和谐共生
实现宜居城区新跃升实现宜居城区新跃升

临街店铺张灯结彩，街道人群熙熙攘
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
的繁荣。如今，一副颜值与烟火兼具的

“新时代清明上河图”，在西湖区铺陈开
来。

今年 8 月，西湖区牵头开展的“深化
数字生活街区改革打造新时代‘清明上河
图’”，入选浙江省 30 项最佳实践案例，改
革主阵地“文三数字生活街区”，交融智
慧、科技、烟火气等标志性成果。

在西湖区，你可以遇见不一样的城
市风景。比如，数字经济不再高高在上，
而是融入了市民的生活。

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运营魔方，海纳街
区商户、车流、社区等数据，条分缕析、分
门别类，让数字在服务于市民生活、生产
中焕发生机。比如，只要你走入街区，就
会成为屏幕上滚动的“实时人流”数字之
一；想要停车，打开街区小程序就可以快
速找到泊位。

负责街区运营的西湖文旅集团文三
公司负责人莫勇介绍，“利用大数据技术，
实现了远程 24 小时实时感知，对交通拥
堵、停车难、人流聚集等数据进行数字治

理，实现人、事、物的同步连接，让城市运
行管理‘耳聪目明’。”

一条街区，就是一片“试验田”，它肩
负着探索城市韧性和智慧的使命，正在改
革之路上阔步而行。

在附近居民的视角中，文三街常常是
科技感、烟火气的。

——白天，全省最大裸眼 3D 大屏牵
引着你的目光，元宇宙、硬科技和潮文化，
无不契合 Z 世代年轻人的喜好，吸引着他
们重返文三街，一窥未来世界的场景。

杭州亚运会前夕，夜游文创灯光研究
院（杭州）有限公司的寻迹山海经光影展
落地、梦幻西游沉浸乐园、诛仙完美世界
的创意演出，一个个“前店后厂”式的项目
相继在文三街落地、运营，透过街区门店
光鲜的“面子”还能看到枝繁叶茂的“里
子”，一条拉动力强、辐射面广的数字经济
产业链逐步编织而成。

——夜晚，烟火气升腾，魅力夜黄龙、
数字夜文三等消费节活动轮番上演，西湖
区的“夜经济”“夜消费”持续升温。为迎
接杭州亚运会，“西湖夜未央”文旅夜经济
品牌全面打响，黄龙派、夜幕里、AI 文三、
艺之江、西溪谣、三墩味、江映月等七大板
块持续开展主题活动，“微醺干杯企划、夜
晚请入席、西湖要你好看”三大主题玩法
陆续启动。

西湖区街区是高品质的，乡间风情也
洋溢着满满的艺术气息。在西湖区，你还
可以遇见不一样的乡村。

“千万工程”实施 20 年来，如何构筑
乡村之魂成为许多村庄思考的问题，今年
5 月，西湖区将中国美术学院的 6 位艺术
大咖请进美丽乡村，比如桐坞村、上城埭

村、长埭村⋯⋯“艺术村长”在村里留下
来，将画笔对准了乡村和村民，在自然的
怀抱里碰撞灵感与书写创意，潜移默化中
再造了产业链和生态链。

艺术大咖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中，乡村
富裕起来、村民的美学素养提升起来，关于
新江南生活美学也在共同构筑中，让中国
式现代化未来乡村多了一种生动的模样。

公共服务优质均衡
演绎共同富裕幸福图景

最近，老年食堂在杭州年轻人中间火
了。

年轻人不下馆子、不叫外卖，反而流
行起了新型吃饭方式——走进老年食
堂。老年食堂的魅力在哪？“便宜、方便、
卫生、好吃。”年轻人回答。

爱上老年食堂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
全省首家社区老年食堂正是诞生在西湖区。

金桂飘香，翠苑社区翠苑一区“翠印
迹”党群服务中心的墙面上，四张从旧到
新的照片，清晰地展示着老年食堂的变迁
过程。

“20 年来，老年食堂经历 3 次搬迁、
1.0 到 4.0 的迭代。”翠苑一区社区党委副
书记王嘉岚介绍，老年食堂的建设和提
升，出发点均是回应老年人的具体诉求，
这正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
我有所为”的具体实践。

20 年不断前行，翠苑一区社区以“民
呼我为”工作机制为引领，不断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的幸福体验。
比如，近万人的社区人口中，60 岁以上的
老年人口占比 20.8%，上下楼梯不方便，
对安装电梯的需求很高。今年，未来社区
综合提升改造工程正式通过省级验收，其
中一项就是回应居民呼声，专门加装 30
台电梯。

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正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
标任务之一。西湖区在推进“民呼我为”
的实践中，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满意
度。

比如，在文新街道骆家庄社区，一个
社区举全力打造“青年来杭第一站”品牌，
为来杭就业的青年人提供短暂、免费的过
渡公寓，这样的青年驿站正在全区推广；
阳光社区成立了杭州市首个“老漂”流动
党员党支部，并联动 14 个社区纳管 171
名“老漂”党员，常态化为老人提供交流互
动的活动，让他们不再有漂泊感、孤独感；

再如，今年 8 月，浙江省首家小哥学
院在西湖区升级，西湖区为外卖小哥协调
30 多个“小哥食堂”，190 多个供歇脚、行
车的暖蜂驿站，新就业群体可以在杭州放
心工作、快乐就学。

不仅让每个人享有发展的机会，也要
让每个人共享发展的成果。这正是美丽
西湖的亮丽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