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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行在高楼大厦间的无人机将外卖准时“空投”
到消费者手中、从这里“飞出去”的无人机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授粉投料、数以百计的高科技企业
共同组织了一条全球领先的无人机产业链……近年
来，借助产学研和市场应用的先发优势，深圳的低空
经济产业已然振翅高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
湃动力。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低空经济是培育发展
新动能的重要选择，也是全球竞逐的重要战略新兴
产业方向。当前，深圳正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
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围绕科技创新、设施建
设、场景拓展持续出台政策，积极打造面向未来、御
风前行的“天空之城”。

插上翅膀 深圳低空经济飞向全球

　　元旦假期，来自北京的曾斌在深圳人才公园饱
览城市天际线美景之余，还体验了一次独特的“外
卖”：给他送餐的不是外卖小哥，而是一台有6个“翅
膀”的无人机。
　　在直线距离约一公里外海岸城商圈设置的“机
场”，黄黑涂装的无人机起起落落，工作人员将周边
商户新鲜制作的餐食放入特制的包装盒后，放置在
无人机下，在后台系统的指挥下飞向深圳人才公园
设立的智能空投柜。从点完单到拿到两杯茶饮，只
需要约15分钟，空中飞行时间不到5分钟。
　　这是互联网平台美团在深圳设立的23条无人机
送餐航线之一，也是深圳低空物流走入居民日常生
活的缩影。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统计，2023年，深圳
新开通无人机航线77条，累计开通航线156条，完成
载货无人机飞行量超60万架次。
　　作为全球闻名的“无人机之都”，无人机产业是
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部分。2023年，深圳市
委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市做好低空经济发展这篇
大文章；深圳第一次把“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建设低空经济中心，打造通用航空产业综合
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一座面向未来、
辐射全球的“天空之城”雏形初显。
　　2023年11月，大疆两款新款农业无人机亮相，主

打款T60覆盖农林牧渔多场景作业。从最初推出时
只能喷洒农药，到如今撒肥撒药撒种子、水产投喂饲
料、草原放牧监测，以及种植前规划、开花时授
粉……
　　“从2012年进入植保领域至今，大疆农业无人机
的飞行轨迹已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3
年10月，大疆农业无人飞机全球累计销量突破30万
台，累计作业面积突破60亿亩次，惠及数亿农业从业
者。”大疆高级企业战略总监兼新闻发言人张晓
楠说。
　　除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新型低空生产服务方
式，深圳传统通用航空业态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近年来，传统通航短途运输企业积极拓展载人飞行
服务，发展联程接驳、市内通勤、城际飞行、跨境飞行
等空中交通新业态，深圳机场往返福田CBD等“空中
的士”航线陆续开通，2023年直升机飞行量超2万
架次。

创新引领 夯实产业链条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活跃着1500余家低空经
济产业链上企业，涵盖技术研发、软件开发、硬件制
造、商业应用等环节，覆盖物流配送、城市治理、空中
通勤、应急救援等多种应用场景。其中，诞生于深圳的
民用无人机“领头雁”大疆在全球市场占比超过70%。
　　在此基础上，深圳不断聚力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面向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2023年，德国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研发制造商Lilium宣布在深
圳设立中国总部，广州亿航、上海峰飞、时的科技等
国内eVTOL企业也纷纷宣布进驻深圳，开拓航线。
2023年12月底，一座标准化建设的城市空中交通运
营示范中心在深圳宝安区落地，来自广州亿航的无
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进行了试飞演示；上海峰飞计划
今年在深圳开拓一条eVTOL跨海跨城航线，起降点
位于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以及珠海九洲港码头，飞行
往返距离超过100公里。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未来重点发展的“20+8”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多个产业集群与低空经济相
关，如智能传感器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等，相关产业集聚形成后，其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也将为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注
入新的动能。

布局“天空之城” 打造全球低空经济政策高地

　　这是一份长长的产业政策清单——— 近年来，深
圳陆续发布《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
案（2022-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
进条例》等多份产业规划和地方法规，从政策、法律
等多方面为深圳先行先试制定民用无人机管理规则
和运行标准、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底，深圳市七部门还联合印发《深圳市支
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引培低空
经济链上企业、鼓励技术创新、扩大低空飞行应用场
景、完善产业配套环境四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支持
措施，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振翅高飞的低空经济背后，是深圳立足湾区、布
局“天空之城”的勃勃雄心——— 从低空经济发力进一
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物流、人流。实现更高效的联
通往来，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义重大。
　　“深圳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经济活跃，市
场需求旺盛，随着低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规模效应
不断凸显，城市通勤市场规模预期也将显著提升。”深
圳市交通运输局低空经济专班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深圳正在加快完善低空经济软硬件基础
和配套设施，开展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市区联动支持企业加快末端转运节点、社区级无人
机起降场布局，构建低空经济设施网、空联网、航路
网、服务网“四张网”，让低空经济拥有一张“数字蓝
图”。到2025年，深圳将网格化布设600个以上低空
飞行器起降平台，开通220条以上市内无人机航线，
链上企业突破1700家，产值规模突破1000亿元大关。
　　“当前，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正面临着重大机遇，
深圳在产学研和市场应用上具有很好的基础，我们
要积极进取，乘势而上，勇于创新，大胆探索，迅速抢
占行业发展制高点，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更多经验，
作出更大贡献。”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
凡利说。       （新华社深圳1月7日电）

振翅高飞 面向未来
——— 深圳发展低空经济打造“天空之城”一线直击

新华社记者 陈凯星 王攀 毛思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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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参加过多场马拉松、越野跑和徒步活动的记者来说，这也
许是最特殊的一次。
　　6日，首届粤闽健康徒步活动举行，3000名参与者重走“中央
红色交通线”的大埔至永定段。
　　1930年至1931年，为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中央
交通局以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机要交通网为基础，建立了一
条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长汀，抵达目
的地江西瑞金，这就是“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一直坚持
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
　　这次徒步活动，设置了73公里、28公里和5公里三个组别，记
者参与了这次徒步活动的28公里路线，从大埔茶阳出发到永定党
校，几乎全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一路上溪水潺潺，鸟鸣啾啾，风景
让人心旷神怡。从花窗村出发，最开始一边是高耸的大山，另一
边是溪流和稻田，五公里后，山林渐渐茂密，山路开始变得陡峭，
再行五公里，就是闽粤交界的伯公凹。
　　伯公凹“一脚跨两省”，南为粤、北为闽。这里曾是中央红色
交通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赤白两区交界处。站在伯公凹，仿佛能
感受到当年敌我对峙的紧张。
　　当年的交通线上，进山都是土路，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出于安
全考虑连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大部分时候还要
以夜幕和雨天为掩护，肩扛手挑执行任务，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
　　从伯公凹继续向北进入福建，一路仍与绵延的大山相伴，总
计28公里的路程，记者时跑时停，中途多次补给，用时约三个半小
时抵达终点时，已是精疲力竭。
　　当年，整条交通线水陆并用，辗转约3000公里，连接起党中央
和苏区，曾经掩护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党的领导干
部转移到中央苏区，运送大批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
方的文件、情报资料。
　　“在徒步过程中，我感觉这条线路走起来还是存在一定难度
的，可想而知在当年那样落后的条件下，走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前
辈经历了多少的磨难。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用先辈的鲜血换来
的，今天我们通过徒步活动重走当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就是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辈。”从广州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杨先生说。
　　90多年前的交通员们，可谓是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胆英雄，他
们循此山径，以达光明。而90多年后，徒步者们重走这条路线，洗
礼心灵。
　　也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
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
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
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
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新华社广州1月7日电）

循此山径，以达光明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邓瑞璇 黄国保

　　新华社香港1月6日电 （记者 查文晔）“贺岁
迎龙—2024粤港澳大湾区书画名家笔会”雅集活动6
日晚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举办，来自粤港澳三
地的十余名知名书画家挥毫泼墨，共迎新春。
　　当天正值小寒节气，但笔会现场暖意浓浓，墨香
四溢。行书、草书、隶书、水墨花鸟、斗方、春联，书画
家们以笔墨寄心意，以字画抒真情，将对祖国和大湾
区的真挚祝福倾注于笔端，即兴创作了多幅书画作
品。一幅幅遒劲有力、清新飘逸的书法作品，一幅幅
形象生动、意境深远的水墨画在台案上展开，充分展
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尽管年过七旬，但香港东方书画院院长、香港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梁君度提起笔来仍然一丝不苟、气
定神闲，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挥而就。他
表示，中国传统书画在香港传承有序，日渐茁壮，正
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他在香港
《文汇报》上开有书法专栏，以故事性、趣味性的随笔
将书画艺术娓娓道来，三年多时间里发表了百余篇
文章，众多读者从中获益。
　　笔会现场，一幅由粤港澳三地书画家联手创作
的水墨花鸟引人注目。火红的木棉、苍翠的绿竹、洁
白的水仙、粉嫩的荷花，寓意龙年红红火火、吉祥
如意。
　　执笔的广州越海书画院院长陈志雄表示，粤港

澳三地的国画家很多都是岭南画派的传人，在风格
上系出同门。港、澳得风气之先，成为东西方文化
荟萃枢纽，传统书画融合西方艺术后开辟新的
道路。
　　澳门知名女书画家潘锦玲表示，澳门回归祖国
后，传统书画艺术得到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此次笔会有助于促
进粤港澳三地书画家的交流，对推动大湾区文化发
展很有必要。
　　此次笔会由东盟-中国书画家联合总会、广州
越海书画院、香港东方书画院、澄明书道协会、中国
书画世界行澳门交流会等机构共同主办。

“贺岁迎龙—2024粤港澳大湾区书画名家笔会”雅集活动在港举行
　　新华社“雪龙2”号1月7日电 （记者 周圆）北京时间1月6
日，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在阿蒙森海成功布放深水生态潜标，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极地布放生态潜标。
　　考察队副领队王金辉介绍，这套潜标的主要生态传感器依托
重点研发项目自主研发，通过光学和声学方式对上层海洋磷虾进
行长周期探测。该套潜标布放水深约3000米，计划放置1年，将收
集长周期序列的磷虾数据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参数数据。
　　据悉，布放这套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掌握南极磷虾的季节分
布特征，分析全球变暖背景下，南极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变
化潜在影响，为南极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计划依托“雪
龙”号、“雪龙2”号和各考察站开展一系列综合调查监测，深入研
究南极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中国在极地布放首个生态潜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