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间，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

之江大地激荡起勇立潮头的澎湃动

能。

举目回望，杭州曾经的一处“芦苇

荡”，已是完全不同的风景。走进西湖

区古荡街道，这方老和山脚下4.64平

方公里的热土，如今楼宇林立、商圈繁

华，坐拥8家上市公司、10家（准）独角

兽企业，朝着“平台经济第一街”的发

展势头奋力迈进。

古荡街道全力打造古荡街道全力打造““平台经济第一街平台经济第一街””

2023年9月25日 星期一

版式：吴应佳14 专版

高站位谋局 打造“平台经济第一街”

西湖区古荡街道：求索高质量发展新突破
娄晓涵 章 洁

突破一：
塑造平台经济新优势
当下，平台经济正在迎来新的发展

转机。
今年2月，杭州首次出台推动平台经

济高质量发展政策，释放出强烈信号。
西湖区紧随其后，以平台经济起步早、规
模效应明显的突出优势，提出打造“平台
经济第一区”的目标。

古荡街道正是西湖区发展平台经济
的“主力军”。近年来，古荡街道集聚了
一批新金融、新零售、科技信息等数字经
济企业，拥有平台经济企业52家，其中上
市企业 5 家，独角兽企业 3 家，准独角兽
企业 7 家。据统计，辖区 52 家平台企业
在 2022 年实现税收 139 亿元，占街道经
济总量的87%。

从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到精准聚

焦平台经济，一路走来，古荡街道的产业
发展路径层层迭代：201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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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力推进“老商圈、老楼宇”改造，增
强楼宇商圈竞争力，逐步构建“新金融+
新零售+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健康服
务”五大现代产业发展体系；2021 年，由
数字经济发展单向道向“数字经济+科创
金融”双轮驱动转变⋯⋯

如今，古荡街道为塑造平台经济新
优势蓄势发力，摆在首位的就是“招大引
强”。街道区域发展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正全力引进头部平台企业，锚定一
批引领性、支撑性强的区域性功能性总
部项目，以做大项目招引储备库。”

今年以来，古荡街道成功招引浅本
新材料、挚途网络等亿元以上项目 7 个，
落地项目280个，总投资24亿元，实现项
目招引“加速跑”。

“招大引强”的背后，是厚植发展“硬
实力”、优化营商“软环境”。譬如，古荡
街道坚持服务先行，推出“企服通”数字
平台，精准解决企业遇到的痛点难点堵
点，目前已有 6597 家企业入库；用好产
业会客厅，打响“数金汇”“资本轻松谈”
等属地品牌活动，推动辖区企业优势互
补、打通产业链上下游，进一步放大产业
集聚效应。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
合发展的重要维系。”在古荡街道党工委
主要负责人看来，“古荡要以平台经济发
展为‘新起点’‘新期待’，坚持发展与规范
并重，推动平台经济多维度融合发展，为
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突破二：
加速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圈

以产业汇聚一流人才，以人才引领
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西湖区，高校资源
禀赋成为发展平台经济的又一优势。

这源于，平台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近年来，古荡街道加速构建创
新创业生态圈，以产业会客厅、院士工作

站、双创中心、投资孵化机构等为主体的
创新服务矩阵逐步搭建，集中吸纳更多
高校、高新、高人和高能级平台。

随着浙财大金融科创园的开园，高
校经济标杆园区应运而生。自去年 6 月
启动招商以来，该园区聚焦“科技+金融”
产业培育，形成丰富的科技成果、人才梯
队、产业赛道和服务闭环，推动科技人才
成果转化提速。

平台经济需要宽松的创新创业环
境。在古荡，高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进
阶版”——浙江大学启真创新概念验证
中心落地，这是古荡街道与浙大科技园
深入开展共建合作的成果。

“今后，只要通过验证中心筛选、孵
化并落地的项目，都将成为古荡平台经
济发展的一份子。”古荡街道区域发展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源头创新-概念
验证-早期孵化-产业落地”的科创产业
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成果落地的地
域限制，让辖区以外的项目孵化地也能
成为古荡的“虚拟园区”，共同孵化出创
新性强、发展潜力大的产学研项目。截
至目前，依托概念验证中心，古荡街道陆
续导入10余个浙大系项目落地。

平台经济需要培育良好的产业生
态。古荡街道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成
立，填补了辖区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的
空白。该服务中心将构建从项目早期

“孵化”、中期“助力”到后期“服务”的全
方位企业生态系统，为大学生创业企业、
高层次人才企业、科技型企业提供场地、
服务、政策、资金等“一站式”服务，推动
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并逐步辐射至
古荡全区域产业生态。

突破三：
促进产城人融合共生
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人融合

共生的应有之义，是高质量发展与高品
质生活的“同频共振”。

眼下，杭州人气地标“天目里国际街
区”建设如火如荼。作为第二批浙江省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天目里
迎来“二次升级”：60 亩核心区辐射圈扩

展至 350 亩，形成云州国际、紫创、浙能
源等9个楼宇抱团发展态势，建设夜经济
示范街、潮汐式步行街，打造国际化未来
街区生态。

“未来，这个园区将成为生活味、时
尚感、艺术范、科创韵、互动场兼具的国
际化街区。”古荡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
对此充满期待。

另一边，位于西溪路的杭州数字文
创新地标正火热打造中。这个集电影娱
乐、文化商业、精品酒店于一体的西溪
511电影数娱综合体项目，成为古荡数字
文化赛道商业模型的一次创新探索。

云创、文创、科创浸润了城市发展脉
搏，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使得古荡在西湖区的“中兴”发
展定位中脱颖而出。

今年以来，乘着杭州亚运会的“东
风”，古荡街道以“绣花”功夫外提颜值、
内塑品质，全域提升城市“样貌”——

作为西湖区唯一的亚运观赛空间，
提升改造后的莲花广场焕然一新，成为
不少居民的亚运元素打卡点；近期开业
的嘉绿苑社区食堂，创新探索 24 小时营
业，推出“共享厨房”，以满足各个年龄层
的用餐需求；嘉荷社区推出的“零工市
场”开展就业服务活动 156 场，持续完善
家门口的“服务圈”⋯⋯

恒者行远，思者常新。从现在到未
来，西湖区古荡街道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迈向更加
广阔的天地。

“吴越养马，南宋观花。”一条马

塍路，有道不尽的千年底蕴。而今，

这条“千年古道”所在的西湖区西溪

街道，正以另一种方式诉说着杭城的

“诗情画意”。

20 年间，“八八战略”指引之江

大地焕发勃勃生机。地处杭州市中

心的西溪街道，正奋力从“老旧小区

集聚地”“老文教区”等标签中，谋求

更多发展新优势，朝着高品质生活街

区稳步前行。

让城市生活有品质更有温度

西湖区西溪街道：老街新韵 蝶变绽放新活力
娄晓涵 靖豫杭

有品质
重塑别样“烟火气”

在西溪街道，提及老杭城的“烟火
气”，自然少不了杭州零售类单层面积最
大的文二街农贸市场。

作为杭州人 20 多年的“老菜场”，它
正在经历一次“全面焕新”：外部来看，该
农贸市场所在的莫文巷一改以往脏乱差
的环境，景观面貌焕然一新，配套日趋完
善；内部来看，农贸市场将通过功能整
合、智能升级、文化集聚，积极探索“市集
模式”，致力打造“年轻人也爱逛的农贸
市场”。

更多的蝶变仍在继续。近年来，有
着 82 个老旧小区的西溪街道坚持以改
造理念优化为“切入点”，打破“大拆大
建”的路径依赖，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
区域特色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之路。

腾挪置换，优化空间布局。为破

解老旧小区空间小而散的制约，西溪街
道以“整转提升”打破老旧小区楼幢各自

“圈地为牢”的问题，以“拆改结合”进一
步提升小区居住品质。

改造与管理并行，完善物业长效机
制。西溪街道在无物业管理小区动态清
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街道、社区、物管
会、物业、居民多元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
新格局。目前，西溪街道共有物业管理
区域69个，除实行业主自管小区外，所有
小区均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

眼下，西溪街道老旧小区有机更新
的步伐日益加快。今年以来，西溪街道
启动 8 大片区改造，共涉及 9 个社区、32
个小区，推动辖区居民从“住有所居”向

“住有宜居”迈进。
就宜居而言，建设未来社区就是一

大典型。当前，浙江省全域推进未来社
区建设，力争打造共建共享品质生活的
浙江范例。作为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
区，西溪街道求智社区开发的数字化场
景应用逐渐融入居民生活，让“身边小
事”有了更智慧更便捷的途径。

在成功打造求智未来社区的基础
上，西溪街道还将推进溪畔、白荡海 2 个
未来社区建设。“下一步，我们将围绕‘风
貌提升、功能完善、数智治理’等方面，推

动‘未来社区会客厅’‘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嘉州路乐动公园’等项目建设，聚焦

‘一老一小’，重点打造颐乐养老、儿童友
好、邻里和睦的特色场景。”西溪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有活力
激活高校“一池春水”
多年前，作为全省闻名的老文教区，

西溪街道曾汇集浙大西溪校区等10多所
高校和多所中小学；多年后，西溪街道以
高校资源为支撑，以高校人才为源动力，

“进化”成一片创新创业沃土。
打好“高校牌”，是西溪街道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五年里，西溪
街道已打造浙商大创业园、杭电数字经
济创新科技园、浙师大智慧医疗健康产
业园和浙江开放大学产业园 4 大特色高
校经济产业园，引进数字经济、软件信
息、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企业260余家。

激活园区创新活力，重点在于“一园
区一特色”。比如，浙商大创业园强产
出，通过园区东扩、腾笼换鸟，提升优质
楼宇税收坪效；杭电数字经济创新科技
园强转化，今年上半年，已落地杰视科
技、全安密灵等优质项目18个，打造科研

成果转化高地；浙师大智慧医疗健康产
业园强特色，依托浙师大数理医学院资
源及孔德兴教授团队力量，与浙师大数
理医学院、浙江数理学会深度合作，今年
上半年，引进福纽健康科技、德尚数理医
疗科技等5个项目落地，打造西溪特色产
业园区。

“我们通过深挖辖区高校经济优质
资源，打造集产学研服务于一体的高校
经济示范基地，为区域的转型升级带来
了发展新机遇。”西溪街道主要负责人
说。今年以来，西溪街道引进高校经济
项目 17 个，其中高质量项目 9 个，引进企
业100余家。

打响“数字牌”，是西溪街道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从文三路电子信
息街区到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跨越了 20

年。眼下，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加快未来
产业集聚，致力打造新时代“清明上河
图”。截至目前，西溪街道文三街完成落
地项目 39 个，其中元宇宙产业项目 22
个，“元宇宙融合创新园一期”全面改建，
已签约 6 家元宇宙企业；同时打造“融合
创新园二期”，作为数字生活的外广场

（元宇宙展示中心），目前已开展施工。

有温度
托起新居民“幸福梦”
近年来，以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为代

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骤增，是新
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在西溪街道，浙江开放大学“小哥学
院”的品牌效应正持续放大，成为新就业
群体“融入西湖、乐居西湖、奉献西湖”的
生动实践。

比如，在生活上，推出“学习”“就
餐”“帮扶”“歇脚”“入会”“健康”“托管”

“休闲”“维权”“停车”等新就业群体高
品质生活十件事，不断提升小哥归属
感；在技能提升上，优化“3 个 100”助学
政策报名、学费报销等环节，推出掌上

“小哥学院”2.0 版，让小哥随时随地在线
学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西溪
街道积极打造就业服务站、延伸就业服
务链、织密就业服务网，不断提升辖区就
业服务和就业治理水平。其中，溪畔社
区获评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铁
佛寺社区获评市级充分就业社区。

作为西湖区首个将“就近就业”小程
序融入社区小程序的街道，西溪街道以
数字赋能，畅通岗位供需双方信息传递
渠道，打造“15 分钟就业圈”；依托“民情
誌”数字平台，对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员
落实“三个一”服务，即“上一次门”“建一
本账”“送一批岗”。

接下来，西溪街道将继续在“八八战
略”的指引下，走好“突出特色、发挥优
势”之路，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度和服务精
细度，全力推动建设高品质温暖活力街
区。

（（图片由西湖区西溪街道提供图片由西湖区西溪街道提供））“小哥学院”探索新就业群体成长新通道

天目里国际街区建设稳步推进

改造后的莲花广场焕然一新

西溪街道扮靓城市新街景

西溪街道加快建设溪畔未来社区

（图片由西湖区古荡街道提供）（图片由西湖区古荡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