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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星光电

瞄准国际化，高端显示屏满足世界需求

6月，总投资350亿元的武
汉华星光电6代柔性LTPS-
AMOLED项目（华星光电t4项
目）在光谷开工。这是国内第一
条主攻折叠显示屏的显示面板
生产线，达产后年均销售额将

超百亿元。

■武汉规划展示馆

了解武汉，这里让你一目了然

武汉有这么一个地方，能让
外地人在最短时间内了解这座城
市建设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这个地方就是武汉规划展示
馆，位于武汉市民之家东翼，2012
年开馆，现已成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免费对外开放。

项目：武汉规划展示馆
开馆时间：2012年1月
位置：武汉市民之家东翼
简介：全馆总建筑面积22430平方
米，布展面积约17000平方米，共5
层（另含2个夹层），分为18个展区。

名片

打造城市客厅办事大厅展示大厅
武汉规划展示馆按照“全国领先、世界一

流”的标准，高标准建设，高起点布展，打造成
为具备城市客厅、办事大厅、展示大厅三大功
能的重要平台。

一层为城市印象展区，向宾客展示武汉
区位优势、文化魅力和地方特色。

二层空间为历史武汉、宜居武汉、重点功
能区和智慧武汉展区。

二层半展示畅达交通和实力武汉两个
主题。

三层空间以总体规划模型大厅为核心，为
全馆的高潮，主要展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战略目标和建设“两型”社会、东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两大国家战略。

四层空间是幸福城市体验区。
五层是国内首创的规委会公众开放式议

事大厅。

两江四岸微缩模型
全国规划馆中最精细

武汉规划展示馆专题打造的全国规划
馆中最精细的实景模型之两江四岸微缩模
型，令参观者真实地体验和感知武汉市“两
江四岸”规划建设的壮丽。全面开启复兴大
武汉新征程为主题的城市总体规划演示片，
营造独特的观演感受。

国内首条自主创新显示面板生产线
武汉华星光电 t3项目，投资160亿元建设

第6代LTPS（低温多晶硅）显示面板生产线，该
项目是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单体投资额最大的
工业项目之一，也是国内首条依靠自主创新、
自组团队、自主建设的六代LTPS（低温多晶硅）
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主要生产 3″-12″,400-
700 PPI高端智能手机&移动PC显示面板。

t3项目于 2014年 9月 16日正式开工建
设，2016年9月实现提前量产。

武汉华星光电 t4项目，投资350亿元，建
设第 6代柔性LTPS-AMOLED显示面板生产
线，达产后年均销售额将超 300亿元，创造
5000多个就业岗位。

努力成为世界第一的
高端小尺寸显示企业

努力成为世界第一的高端小尺寸显示企
业，武汉华星光电自主研发了 Fine Pixel（鹰
眼屏）等全球独特领先技术。

2015年，华星光电全球高端小尺寸显示屏
研发和制造中心落户武汉，来自全球的1500余
名高端光电人才进驻光谷。武汉华星光电项
目的落户及快速发展将吸引一批上下游厂商
落户武汉及周边地区，为形成万亿级的产业
集群奠定坚实的产业支撑。

项目：武汉华星光电
成立时间：2014年5月20日
位置：武汉光谷智能制造产业园
简介：一期项目（t3）注册资本87.6
亿元，二期项目注册资本180亿元，
总占地面积（含配套生活区）近
1300亩，主要生产3″-12″高端

智能手机&移动PC显示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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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2日，武汉剧院，武汉第十三次党代会开幕，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作报告时掷地有声：未
来5年，要聚力改革创新，奋力拼搏赶超，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
复兴大武汉新征程。陈一新告诫、提醒武汉党政干部，必须警醒起来，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勇于应对新的挑战，全力以赴推进赶超发展。自此，“三化”大武汉、“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成为江城热词。

在20世纪初期，武汉一度成为中国仅次
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大武汉”与“大上海”
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历史上仅只两座曾被冠
以“大”的都市。如今，近百年过去，武汉经济
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中部地区率先跨
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今年1月召开的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上，武汉市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

态化大武汉。《武汉晚报》在一篇评论中强调，
建设“三化”大武汉，“是中国梦在武汉的生动
实践”！

何谓“现代化大武汉”？国家中心城市框
架体系基本形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
全国前列，在长江经济带和中部崛起中的核
心带动作用更加凸显，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
战略地位明显上升。

何谓“国际化大武汉”？国际通达能力大
幅提升，成为连贯长江经济带、联结“一带一
路”、联通世界的重要枢纽城市。国际化大都
市的独特魅力充分展现。

何谓“生态化大武汉”？使武汉成为“美
丽中国”典范城市、国际知名宜居城市，实现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城市和谐共生，让绿
色福利惠及子孙后代。

今年武汉两会期间，《长江日报》梳理政府
工作报告，列出未来五年武汉将要怎么干，未来
的武汉将是什么样。

两步走奋斗目标：翻一番，2万亿。
到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

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到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万亿元左右，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生态化大武汉，为复兴大武汉打下坚实基础。

民营经济——实施“聚商育商工程”，建
设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不断提高民营
经济在武汉发展中的比重和地位。

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大型央企、中国
民企500强和世界500强企业。

留住大学生——加快建设大学生创业街
区园区、环高校创新带，鼓励吸引更多的大学
生在汉创业创新。

武汉大都市区——强化武汉“主中心”辐
射带动作用，深入推进武汉大都市区一体化
发展。发挥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引领作用，有
力挺起长江经济带脊梁。

“1+3+3”——构建“1个主城+3个副城+3
个新城组群”的城市空间格局。做精做优主
城，坚持“三镇三城”均衡发展。

滨水生态绿城——勾画出江湖相济、湖网
相连、人水相依的美丽画卷，努力打造国内外知
名的滨水生态绿城。

…… ……
《长江日报》在报道中还提炼出一句关键

语：复兴大武汉是为了人民，“我们要通过艰
苦努力，让大武汉更加繁荣、更有品质、更为
宜居！让广大市民对这座城市更加认同、更
加自豪、更加热爱！”

看现在 建设“三化”大武汉，从民营经济到生态建设都有规划表

武汉江滩

郑报融媒记者 陈君琰 安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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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未来

在庙堂，在学
界，在民间，“三化”
大武汉成热点

如今，在庙堂，建设“三
化”大武汉成为“中国梦在武
汉的生动实践”！

在学界，建设“三化”大武
汉成为最热课题。

对于“三化”大武汉，武汉
市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大学发
展研究院院长李光点评“提出
正当时”：1月 25日，国家发改
委网站公布《关于支持武汉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明
确要求武汉以全国经济中心、
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
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等四
大功能为支撑，加快建成国家
中心城市。可以看出，武汉未
来蓝图与国家的战略定位是
吻合的。

更有当地学者毫不掩饰
“野心”！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
境科学学院院长罗静认为：武
汉要有更高的目标，不应该只
满足于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
市，还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
“中心”之一，成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核心板块之一。

在民间，“三化”大武汉
成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
变化。

2017年 8月 8日，武汉规
划展示馆 4楼，一块巨大的武
汉沙盘铺陈开来，长汉、汉江
两岸，车水马龙、舟船如梭，高
楼大厦鳞次栉比。大屏幕上
播的武汉城市宣传片更加壮
观，渲染了“恢宏”一词。

30多岁的何迈一家三口
在众多观众中很是显眼，他们
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何迈
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在武
汉工作 10多年的他直观地感
受到，武汉跨江大桥多了、地
铁多了、过江隧道开通了、城
市绿化面积更多了……“武
汉，现在非常好看、耐看！”他
的妻子笑着说。

探访“三化”大武汉 哪些启迪可以告诉“郑中心”
有目标有路径：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

有拼搏赶超的精神:以坐不住的紧迫感、等不起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勇于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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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之后的江城武汉，葱茏郁秀，万物竞荣，处处生机盎然。
从武汉规划展示馆、光谷生物城到汉口江滩、东湖绿道……武汉谋划大发展、推动大发展的气魄，敢为人先、改革

创新的魅力，创新驱动、绿色崛起的速度等让记者感到视觉深受冲击、心灵深受震撼、思想深受触动。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学先进、找差距、明方向，全面提升发展谋划和工作推进水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郑州加快推

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时不我待，不是停留在纸面和文件里，而是发生发展于一街一巷，也实实在在地落在我们每个人肩上。

带着解放思
想、比学赶超的
强烈愿望，带着
干事创业、加快
发展的紧迫感和
责 任 感 ，8 月 7
日、8日，河南省
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马懿，郑
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程志明率郑
州市党政考察团
深入武汉，详细
了解武汉城市规
划建设、科技创
新、生态建设、特
色街区打造、社
区党建等方面的
经验和做法。武
汉发展的生动实
践给考察团留下
了深刻印象。

从武汉规划
展示馆、光谷生物
城到汉口江滩、东
湖绿道……沿着
郑州市党政考察
团的行程线路，
郑报融媒记者一
路探寻武汉各方
面 建 设 的 新 理
念、新思路和新
举措，以供学习、
参考、借鉴。

看历史“大武汉”与“大上海”是仅只两座曾被冠以“大”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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