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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周年慶典致辭
顧梓昆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鄉賢，新聞界的朋友們，大家好！
在這春回大地，萬物復甦的時節，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

朋友歡聚一堂，出席香港杭州高新區（濱江）同鄉會成立兩周年的
慶典，是對同鄉會的關懷和支持，我感到十分榮幸。

首先，我謹代表同鄉會全體同仁，並以我個人的名義，對各位領導和嘉賓的到來表
示誠摯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我們建立同鄉會，是為了搭建一個平台，編織一條紐帶，架設一座橋樑。使這個平台，
成為旅港鄉賢、在港精英人才創業的促進平台、資智對接平台、感情聯誼平台和生活服務
平台。通過這條紐帶，密切在高新區（濱江）的香港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及時掌
握區裏的發展動向，積極參加區委、區政府組織的相關活動。通過這座橋樑，及時反映住
在區內香港居民遇到的問題和需求，及時轉達區內香港企業遇到的困難和訴求。

香港杭州高新區（濱江）同鄉會成立以來的700多個日子裏，我們人在濱江，夢繞
香江；人在香江，心繫濱江。在區委、區政府，區委統戰部正確領導和指導下，立足
「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圍繞 「愛國、愛港、愛家鄉」的宗旨，積極推動兩地經濟和

文化交流，緊密連接兩江情懷，加深了同胞對祖國的認識和熱愛，同時，我們的會員積
極動員親朋好友，鄰居街坊，全力參與香港立法會選舉。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高新區（濱江）是一個新區， 「國際濱」是她在後G20時代被賦予的新名字，既有

吳文化的精緻、和諧，更有越文化的大氣、開放。是一個欣欣向榮的科技新城，已成為
海內外創新創業者心儀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樂園。

赤子在外，故土難忘。一個 「國」和 「家」讓我們走到了一起；因為家鄉領導的關
懷和呵護，搭建起 「兩江」兒女心靈互通的橋樑，讓拚搏在港的游子在祖國的大家庭中
才有了一個相聚的 「小家」，情有所依。衷心感謝家鄉的領導，在您們的領導、支持與
關愛下，為我們創造了更為優越的投資環境和政策扶持。

香港是中國通向世界的重要 「窗口」之一，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1978年，
在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先生的倡導下，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啟
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去年十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
時代，掀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開啟了加強中國同世界交融發展的新畫卷。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發表重要講話：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而只會越開越大」，這是一個可以媲美鄧小平先生南巡講話的重要講話。

紫荊展維港之情，荷花喻西湖之念。心繫香江，願社會穩定，是我們在座每一位鄉
賢的共同牽掛。真誠地希望各位鄉賢都能抓住機遇，在發展壯大自身事業的同時，以拳
拳赤子之心，關心香港的繁榮穩定，以殷殷故鄉之情，促進家鄉的發展變化，為香港添
彩，為家鄉爭光。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努力把我們同鄉會辦成一個有凝聚力、充滿友情、有號召力
的同鄉會，進一步唱響愛國、愛港、愛家鄉的主旋律，積極發揮香港和杭州高新區（濱
江）經濟發展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在區委、區政府、區統戰部的領導和指導下，把同鄉
會建設成旅港濱江人和諧共進的美好家園，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杭港兩地
交流合作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同鄉會再次感謝各位領導和朋友們的光臨，並期盼得到您們永
遠的關愛和支持。同時，我也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會員常聯繫、促友情，促進香港與內
地共同繁榮和穩定，以此在新時代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謝謝大家！

2017年7月，杭州高新區（濱江）迎來
了建區20周年的紀念日。

鄉村已然褪去，灘塗變身高樓。曾經的
浦沿街道新生村， 「長大」了中控科技和華
三通信；長河街道江二村， 「盛開」了阿里
巴巴、網易；西興街道的共聯村， 「綻放」
了海康威視和吉利控股……以不到浙江全省
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積，高新區（濱江）培育
出了浙江六分之一的高新技術企業。智慧e
谷，名不虛傳。

20年間，錢江南岸的夜晚，從漆黑一片終
至於燈火通明，像一個隱喻，勾勒出濱江向城
而生的軌跡。最美跑道、蓮花碗、白馬湖……
一個個城市符號和地標建築，是濱江最新最美
的容顏。此心安處是吾鄉，一座科技新城，面
朝大江，春暖花開，撫慰游子的心靈。

20年，高新區（濱江），從杭州最小的
「孩子」，到如今風華正茂，姿態萬千。

它依然年輕，依然自信，依然停不下奔
跑的腳步……

從此請叫我 「國際濱」
2015年11月17日，杭州高新區（濱江）

官方微信公眾號正式提出 「國際濱」這一說
法，甫一出口，便得到網友們的一致叫好。
當它被 「認真」寫入濱江區委全會報告之
後，即刻成為了濱江官方層面訴求國際化之
路最簡潔的表達方式。

20多年來，濱江這片土地上，誕生過許多
從無到有而後壯大、令人尊敬的企業——阿里
巴巴、海康威視、正泰、吉利、恆生電子，先
行一步的 「老巨頭」們揚帆出海，春風得意；
而以矽力傑、PingPong、貝殼社等為代表的海
歸創業 「小年輕」們，朝氣蓬勃， 「馬蹄疾
馳」……有 「走出去」，也有 「走回來」，這
種 「市場無國界」的發展方式，使得濱江成為

杭州發展中的 「最國際之地」。
如今，濱江有三大產業在全球中高端市

場實現了引領性發展：一是數字安防領域，
代表企業有海康、大華、宇視等；二是工業
自動化領域，代表企業有中控、力太、古北
等；三是金融軟件服務領域，代表企業有恆
生電子、信雅達，以及新的支付平台連連支
付、pingpong等。國際化競爭，勝在創新。
產品、資本 「走出去」後，唯有掌握世界一
流的技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近年來，海
康威視在美國、加拿大設立研發中心和研究
所，吉利收購馬來西亞國寶級汽車品牌，貝
殼社澳洲團隊引入諾獎生物醫藥創業項目，
啟明醫療、安恆信息、維靈科技、生捷科技
等100多家企業在海外設立研發中心或組建
研發團隊，擁有中外研發 「雙引擎」團
隊……高新區（濱江）企業的一系列大手
筆，正是 「國際濱」這個稱呼的最好註腳。

以海康威視為例，強大的研發能力是企
業搶佔海外高端市場的利器，海外市場八成
以上產品是自有品牌、自主研發。企業已連
續5年蟬聯全球監控視頻市場第一，其產品
和解決方案應用於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
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說， 「我們要把技術創
新的 『探頭』安在全球創新的最前沿、人才
集聚的最高地。」

人才多多的 技術棒棒的
2017年10月24日， 「香港‧杭州創新創

業服務中心」入駐企業簽約儀式在高新區
（濱江）海創基地舉行。與此同時，杭州首
批港澳青年實習創業基地也正式啟動。中國
香港（地區）商會─浙江會長歐鎮江說，杭
州是創業創新的天堂，是香港青年創業最適
合的試驗田，他將 「支持香港青年盡早來杭
州就業或創業，搶佔先機，搭上杭州、浙江
高速發展的經濟高鐵。」

如果說海創基地是培養人才的孵化器，
那麼整個濱江就是一個大型的 「眾創夢工
廠」。濱江要實現 「擁江發展」戰略，首先
要做好的文章就是 「擁抱人才」。濱江的領
導們深知，濱江未來的發展潛力，不在於
「蓋了多少房子」，而在於 「集聚了多少腦

子」。要把人才作為最寶貴資源，通過 「人
才多多」實現 「技術棒棒」。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海外
留學歸來的王健創辦了聚光科技，華桂潮創辦
了英飛特，毛靖翔、顧海川、竇佳易在美國組
建團隊後，回國創立了米趣科

技……截至目前，濱江累計擁有海外高層次人
才6700餘人，其中國家 「千人計劃」專家84人，
浙江省 「千人計劃」專家143人。截至2017年
底，全區擁有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業企業1200家，
其中上市企業6家。

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多年來，無論
是政府規劃層面，還是民間自身發展， 「創
新」已經成為高新區（濱江）在杭州乃至浙
江地區的另一個代名詞。

衡量一個地區科技創新綜合水平的通用
指標是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最新數據顯示
濱江已經突破了200件，居浙江各縣（市、
區）第一、全國領先。2017年專利申請量
14010件，創歷史新高。在這裏，每年研究
與試驗經費（R&D）投入佔GDP比重平均
達到13%至15%，為全國所有高新區最高。

2017年，新增 「新三板」掛牌企業24
家，累計103家；新增上市企業3家，境內外
上市企業總數達40家。

2017年，濱江實現生產總值1088.9億
元，比上年增長13.2%。高新區（濱江）已
經連續多年保持GDP兩位數增長，並持續在
全省增速區位列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20多年來，高新區（濱
江）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目前三
產比重為0.1：52.3：47.6，二、三產業各佔
50%左右，也就是說，一產在高新區（濱
江）已經逐漸式微，而三產比重在逐年提
高。分析人士稱， 「這也是濱江向城而生，
向城市發展的最好說明。」

2007年， 「白帽子黑客」范淵從美國歸
國創業。如今，在他帶領下的杭州安恆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已成長為中國網絡安全領域第
一、全球網絡安全500強企業。回憶起當年
選擇濱江創業的理由，他這樣說——

「初到濱江，覺得它跟硅谷很像，只一
眼我就決定從這裏開始。」

「兩個鞋論」 與 「三個到論」
2018年2月28日下午，杭州高新區（濱

江）舉行 「1+X」產業新政新聞發布會。新
一輪 「1+X」產業體系，是濱江送給創新創
業者的大禮，旨在大力引進國際優質企業和
人才，增強國際創新研發能力。

這是濱江捨得下血本，敢闖敢試，為優
化創新創業環境出的又一個新招實招。

在濱江，要把握好政府與企業的關係， 「兩
個鞋論」是精準服務的基本標準。一個 「鞋論」

就是，政府好比是鞋，企業好比是

腳，腳長了，就要換合腳的鞋。畢竟，鞋好不
好，腳最知道；腳好不好受，鞋很重要。第二
個 「鞋論」是，企業是鞋，人才是腳，政府是
路，留住人才用好人才關鍵在企業，但政府必
須鋪好路為企業和人才服務。

而與 「兩個鞋論」對應的，是 「三個
到」的政府服務理論： 「不叫不到，隨叫隨
到，服務周到。」通俗地講，就是企業不叫
你的時候，不上門打擾；企業有需要喊你來
的時候，要馬上就到，到了就要服務周到。
無論 「兩鞋論」還是 「三個到」，核心就是
要打造服務型政府，通過政府這個 「店小
二」的積極作為，把政府、企業和人才打造
成一個共同體，協同創新，共同成長。

很多如今已成長為大樹的企業，正是在
這種服務理念的幫助下走出困境，走向成
熟。 「當年我隻身一人來到濱江，現在3輪
融資超過2億元，這和當地政府的支持分不
開——給我初創資金，需要服務時立刻出
現。另外，這個地方人才流失很少，給了我
們很大的發展空間。」杭州古北電子科技有
限公司CEO劉宗孺，對此深有體會。

對企業知冷知熱的同時，杭州高新區
（濱江）還不遺餘力地營造企業發展的寬鬆
環境。作為浙江最早完成商事登記改革的地
區，濱江又率先實踐 「最多跑一次」政府服
務改革，受益於此，2017年新增企業8207
家，增長18.3%，新增註冊資本521.9億元。

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無怪乎國家
「千人計劃」專家、杭州德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長華邵炳在不同場合由衷地感嘆：
「要創業的，來濱江。」

此心安處是吾鄉
「最美跑道」的櫻花開了，一樹一樹的

花朵，如雲，似雪，像粉。
整個杭州城都在口耳相傳：春天到了，

我們去濱江看櫻花吧！彷彿已是一個固定的
節日，又抑或是一個約定俗成的信號： 「最
美跑道」遊人如織，忘了究竟是人看花，還
是花看人了。

這是濱江的 「詩和遠方」，令人歡喜和
嚮往。

濱江的目標是，到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
高科技園區，建成生產生活生態相得益彰、
宜居宜業的科技新城典範，率先高水平建成
全面小康社會。

對於濱江的未來，一個極具詩情畫意的
表述是： 「此心安處是吾鄉」。無論你追求

的 「詩和遠方」在哪裏，家永遠是一個人的
歸宿和心靈的掛念。一個地方，只有讓人把
心安下，這個地方才有情懷；一個人，只有
把心安下，他才會為這個地方不懈奮鬥。濱
江這個城市，要讓居民來體驗，讓居民來評
價，讓居民來共建共享。在未來，走在濱
江，隨處可見產業大廈，隨處可見溫馨家
園，隨處可見綠地公園，人們在這裏，工作
時很忙碌，生活時很休閒；城市很有活力，
市民很有素養，這才能真正無愧於 「國際
濱」的美譽。

濱江，正在加速 「向城而生」， 「全域
城市化」是一個關鍵詞。

一所又一所優質中小學已經投用或正在
建設；浙二、省兒保已經進駐，社區衛生服
務和智慧醫療正在加快建設；星光大道越來
越成熟，寶龍、龍湖、星耀城二期等商業綜
合體迎頭趕上；聞濤路 「最美跑道」已成網
紅，濱江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已經開建……

在城市空間的發展上，濱江堅持 「城市
留白」，做到 「不實不空、疏密有度」。所
謂不實，就是建築密度高的成熟區域，要堅
決把空地留起來；所謂不空，就是大片開闊
地帶要加快項目入駐，開工建設，盡快構成
城市形態，同時也要把握好 「不實」要求。
一些留出來的空地，大多將成為濱江的 「綠
肺」。一個城市，永遠也不怕公園多……

一切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都在加快
建設和推進。濱江，正在向一座快樂創業、
幸福生活的科技新城蛻變。

就是這個春天，濱江 「最美跑道」以櫻
花 漫 天 的 城 市 品 牌 形 象 ， 登 上 了 圖 享
（Instagram） 、 推 特 （Twitter） 、 優 兔
（YouTube）、臉書（Facebook）等社交網
站，讓世界各地網友為之點讚。遠在澳洲求
學的濱江姑娘 「哈吶」看到這些既熟悉又陌
生的家鄉新景時，不禁感慨， 「原來我生活
的城市，已經這麼美了。」

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
們？

「國際濱」是最好的回答。
這是春天的江南，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青春的高新區（濱
江）， 「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
濕。」錢江潮水浩浩湯湯，不捨晝夜，奔流
入海，正是 「國際
濱」走向世界的華
麗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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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濱走向世界

▲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