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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生命健康。生物医药在未来几年

会有非常大的突破，湘湖要努力打造成为生

物经济的策源地，以人才为中心，积极引进

这方面产业的头部企业和机构。“中国·杭州

湘湖国际健康产业协同创新先行试验区”是

具体打造以再生医学精准抗衰+（核）辐射细

胞药物研发+中医药康养旅游为主导的全产

业链产业基地，将逐步确立在生命未来（核）

医学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9 月 25 日，先行

试验区核心区暨御湘湖国际健康城正式开

业。这只是星星之火，健康领域能集聚的资

源还有很多。今年，不少健康产业项目在湘

湖落地，我们引进了亿家健康、智尚生物和

优合产城等生物医疗企业，并建立禹杭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创新成长基金。

第四是数字经济。湘湖发展数字经济，

更偏重于硬科技，已经成功签约紫光恒越、

爱数凯、亿度科技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项目。比如，紫光恒

越自主可控实验室及数字化研发生产项目，

8 月已经在湘湖未来智造小镇开工。该项目

将瞄准国内高端智能制造基地，打造国内领

先的工业 4.0 样板的“智能标杆工厂”。预计

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150 亿元。同时，为加快

先临三维、科百特、宇泛智能等优质产业空

间落地，湘湖已经启动未来智造小镇核心区

块建设，力争打造成未来产业社区的创新样

板。

当然还有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城市必

须拥有的产业，我们会持续关注，目前也有

很好的项目正在洽谈中。

此外，我们的科创园、电商园也会做一

些产业的孵化。目前我们在对这些园区进行

新一轮的改造，我们希望把它们改造得更符

合新兴产业的需求，改造之后能引入更优质

的项目。通过这样的孵化器、加速器，我们相

信，今后的湘湖自己也能“生长”出好项目。

未来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有一个前提

是：有污染的企业绝不会进入湘湖，这一点

毋庸置疑。

华东周刊：“创新”渐渐成为湘湖的气

质。在创新这篇文章上，湘湖下了哪些功夫？

俞晖：培育创新，要树立干部的创新意

识，打造创新的朋友圈，建设创新的物理空

间，引进创新的人才。

首先是思想的创新。湘湖国家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的干部必须要有创新意识，干部没

有创新意识，所谋划的工作，对创新产业、创

新项目的接纳程度，都会出现偏差。所以这

一年以来，我们努力营造创新的干事生态，

让干部敢想敢干。我们提出了干部的“湘湖

气质”，概括成 8 个字，就是：大气、包容、创

新、活力。湘湖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八

方资源，要包容失败，允许试错，鼓励创新，

也要充满朝气和活力。

第二是营造高质量的创新“朋友圈”。当

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向外界，很多机

构、资源会很自然地通过各种渠道对接上

来。2019 年湘湖举行了一些大活动，比如，5
月 9 日成功举办“2019 湘湖国际生物医疗

峰会”；5 月 20 日成功召开“湘约未来”创新

发展大会，邀请了国内外顶尖教授专家和投

资界大咖共商湘湖发展；6 月 28 日举办

“2019 中国科创板（杭州）论坛”，与浙商证

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科创智库……

通过这一系列的“交友”活动，相关的项目逐

步落地，湘湖的“朋友圈”逐步壮大。

第三是创新产业载体的建设，包括金融

小镇、未来智造小镇的打造，科创园、电商园

的新一轮改造。我们刚刚又租下了一个 5 万

平方的老厂房，将改造成为生科创新中心。

我们希望，不管是初创的还是加速期的企

业，只要是好项目，都能在湘湖找到承载的

空间。

最后是引进创新人才，这一点也是最为

重要的。今年，湘湖已经接待国内外院士专

家团队 15 批，接待专家院士 50 余人次。值

得一提的是，湘湖院士岛成为全省“浙江院

士之家”首批试点单位，是杭州市唯一一个

列入首批试点的“浙江院士之家”。目前，已

经引进欧阳晓平、郭国祯、励建书三位院士

专家。他们都是国内相关领域主要学科带头

人，掌握着国内顶尖、国际先进的前沿科研

技术。萧山还为院士配套了最高一亿元的项

目扶持资金。

人才的背后是技术、资本、团队。人才是

创新的第一资源。以励建书院士领衔的湘湖

高等研究院项目为例，将与浙江大学数学高

等研究院合作，利用湘湖院士岛的优越环境

和浙大数学高等研究院的已有平台，邀请世

界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举办一系列高层

次的国际交流活动，这将有效促进仰望星空

的科学家和脚踏实地的企业家及创业者之

间的交流合作。湘湖高等研究院也将成为浙

大数学高等研究院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据

科学等应用研究的成果转化之地。

华东周刊：你多次提到，要打造一个湘

湖的“朋友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圈？

组建这个朋友圈的目的是什么？进展如何？

俞晖：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立

体式的朋友圈。朋友圈的背后是人，人的背

后是资源。围绕人才这一核心，我们通过高

峰论坛、跨国路演、国际展示等各种活动，与

各路才俊，与国内外顶尖人才、海归精英、

“新四军”主力、金融先锋交朋友，以人带人，

最终形成人才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是与湘湖的发展愿景高度

契合的。当朋友圈发展到一定程度，朋友圈

内部会形成很多的“化学反应”，会有越来越

多的合作产生；整体会产生一种裂变效应，

会很精准地聚拢越来越多我们想要认识的

朋友。甚至朋友圈壮大到一定程度，它还会

推着你前进、推着你发展。过去一年，我很明

显地感觉到湘湖的朋友圈壮大了，举个百度

搜索的例子，去年湘湖的搜索量是 1100 万

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经超过 6700 万次。这说

明什么？说明湘湖的关注度在提高，这是让

我们特别开心的事情。

比如说阿米巴，本来只是在金融小镇注

册了一个分支机构，由于对湘湖未来的认

同、对我们投资环境的认可，现在他们决定

把一些在外投资的项目逐步转移到湘湖金

融小镇。像这样喜欢湘湖、看好湘湖的朋友，

现在越来越多了。

银Part3 谈人文
“把最美好的风景留给最美好的未来，

留给人才，这是湘湖的态度。”

华东周刊：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如何

发挥湘湖的天然优势，如何挖掘湘湖的人文

底蕴？

俞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湘湖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只是没有很具象的体现，让大

家很方便地感知。比如跨湖桥文化，出土了

8000 年前的独木舟，那是世界史前文明发

现的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我们的先民

8000 年前就有了“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

萧山精神的基因，我们国家正在提倡的“弄

潮儿”精神，要说发源地，我看也是在这里。

还有我们的越文化，留下了勾践、范蠡、西施

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留下了卧薪尝

胆、馈鱼退敌等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成语故

事；还有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就出生在湘湖

之畔……这些文化体现的是湘湖的厚重和

深度。

另外一个方面，湘湖也要创造新的文

化，要引入新时代的文化艺术，让湘湖成为

艺术家的栖息地，形成湘湖自己的文化气

质。美术馆、艺术馆在湘湖应该是标配、是地

标。比如在慢生活街，我们把最好的楼留给

樊登读书，留给摄影艺术馆。再比如，中国美

院的陈坚教授为湘湖带来了国际水彩画交

流中心项目，这个中心将依托陈坚教授在世

界水彩界的影响力，邀请全球的艺术家来到

湘湖。我希望能在湘湖边建一个城市书房，

它会是一个很多人来打卡、很美的阅读空

间，向公众免费开放，年轻人到这里自习，把

在湘湖边看书当作一种享受。我们还在设计

景区跑道方案，设置打卡点、补给站，让在湘

湖跑步的人感到特别舒适自在，让跑步本身

也成为一种文化。

接下来，湘湖将整合优势资源，挖掘湘

湖最有特色的资源、最鲜活的元素，建设精

品景点、优化旅游线路、打造研学基地、开发

文创产品，讲好湘湖故事。相信通过两三年

的布局，湘湖的人文气息会越来越浓。

华东周刊：之前提到多次的院士岛，这也

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俞晖：湘湖有两个较大的岛，一个是压

乌山岛，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暨世界旅游博物

馆项目已经开建了，建成后，整个压乌山岛

将是一座生态景观公园。另一个是定山岛，

现在也称它为“院士岛”。定山岛曾是湘湖师

范旧址所在地，该校由陶行知在 1928 年指

导创办，多年来一直是萧山的“最高学府”。

院士岛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作为一场全

新的人才引流实验，院士岛承载着重要的使

命。每位院士入驻院士岛以后，将带领一批

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和博士团队来萧创新

研发，形成多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成果。同时，院士岛还将依托湘

湖科创园、湘湖未来智造小镇等平台，推动

科研成果转化，打造集研发、投融资、孵化、

加速、中试、检测及生产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闭环。

院士岛一方面解决了院士的生活居住

问题，一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研发环境，更重

要的是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导向：把最美好的

风景留给最美好的未来，留给人才。———

这，就是湘湖的态度。

在岛上，有 9 栋独立式的工作站，还配

备了会议室、研发中心、院士报告厅，服务于

院士团队。以后，去院士岛听院士讲一堂课，

或许会成为湘湖独有的福利。

华东周刊：真的是一种大格局，把最好

的风景留给最优秀的人，共同创造最美好的

未来。要让人才把家安下来，湘湖需要如何

做？

俞晖：要让人才在这里安家，就要以人

为本去思考问题，思考人才需要什么，湘湖

能提供什么？

之前我给湘湖的干部布置了一道题：不

开车，大家从家里绿色出行，到管委会来上

班，然后把出行的体会发表在机关微信群

里。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大家切身感受湘湖目

前的交通状况。事实上，萧山主城区和湘湖

的交通存在衔接问题，现在还不够方便。大

交通必须完善。

我们的城市能级还要不断提升，例如，

在湘湖，不少人才来自海外，习惯了国外的

生活方式，所以国际学校必须要跟上，配套

的商业也要符合高品质的生活要求。有好的

产业，再提前配置好符合人才需求的生活环

境，一定能让他们把家安下来，把心定下来，

这样才能真正把人留下来。

华东周刊：在你的朋友圈，经常可以看

到你跑步、登山、打球的照片，我们还了解到

你喜欢摄影。请你谈谈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

理解。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你做好湘湖守护

者、发展者的角色，能起到什么作用？

俞晖：我非常敬佩有思想、有情怀的干

部，我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我经常在湘

湖边跑步，也喜欢打篮球、爬山，运动让人

更积极、更阳光。喜欢摄影，则让我更多地

去发现美，去看到事物的优点。我想这些都

是相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应到工作上

就是一种积极的工作状态。我发现，身边运

动的同事越来越多，好多人都开始跑步，这

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大家干事的激情也会

越来越高。

运动也成为我们与企业交流的桥梁。金

融小镇引进的投资机构从业者大多很年轻，

都是高知群体，其中热爱运动的人特别多。

我们的金融小镇现在已成立了小镇篮球队、

小镇足球队、小镇跑团，接下来还会成立小

镇赛艇俱乐部，我们在运动中加深相互间的

了解和认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亲

清政商关系，也营造了一种健康的、积极阳

光的小镇生活，让我们的金融小镇变得越来

越有温度了。

华东周刊：最后请你谈谈，对湘湖的未

来，你有怎样的期待？

俞晖：就像之前说的，希望湘湖实现“三

生融合”，“湖、城、人、产”共生共融。我希望

未来看到这样的场景：早上，人们在湖边迎

着阳光跑步、骑行，稍晚一些，湖边很有品位

的咖啡店、餐厅里，有很多年轻人拿着笔记

本电脑，坐在风景里进行头脑风暴，也有一

些投资机构在探讨、研究项目。

这个湘湖不是人山人海的，它更多是产

生未来的地方，更多地洋溢着科技感和国际

化，年轻人喜欢来这里，人才喜欢来这里，创

新的要素喜欢来这里。新兴产业在湘湖发

展，湘湖又促成新的产业诞生。

最后还是那句话，有一种幸福叫创业和

生活在湘湖。这是我们始终努力的方向。

采访之前，俞晖和往常一样在湘湖晨

跑，沿着湘湖金融小镇、院士岛一圈，6.7 公

里，这是他开启一天工作的方式。秋风飒飒，

阳光自然地洒下来，路两边的银杏正在转

黄，枫叶红艳娇美。不少年轻人奔跑其间，和

俞晖共享这份美丽。

“有一种幸福叫创业和生活在湘湖”，这

样的幸福感，或许就是从清晨的一缕阳光开

始的。

如今的湘湖，以“文旅+”“创新+”为增长

极，以国际视野探索并建立“湖、城、人、产”

共生共促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在产业上，依托金融小镇、未来智造小

镇、院士岛、先行试验区、科创园、电商园等

载体建设，形成智能科技、金融服务、生命健

康、文化旅游四大片区联动发展的湘湖特色

产业体系。

在生活生态上，连江、通湖、融山、接城。

在湘湖，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绽放的鲜花；

在湘湖，能泛舟湖上，信步湖堤，漫游慢生活

街区；在湘湖，一流的医疗设施、国际学校都

已规划落地；在湘湖，在家门口就拥有了一

个生活休闲品质空间。

可以预见，一场瞄准高质量发展的深度

变革正在蓄势发力，一个创新链、产业链、资

本链、人才链、政策链“链”接成圈的生态体

系正在拔节生长，一座“湖、城、人、产”共生

共融的未来城市正在迅速崛起。未来的湘

湖，将承接无限精彩。

荩荩荩咱上接 A1暂

湘湖故事

荫花海簇拥中的湘湖金融小镇。 李 靖 / 摄

荫定山院士岛。最美的风景留给最优秀的人才。 蒋彤侃 / 摄 荫未来的湘湖，将是生态、生产、生活高度融合的典范。 马晓才 / 摄

写在后面：

荫跨湖桥文化将浙江的文明史足足提前一千年。 蒋彤侃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