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周刊都市圈

都

7

联系电话：027-85695666 投稿邮箱：691898616@qq.com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主编：杨文平 统筹：蔡早勤 责编：彭学武 美编：职文胜 版式：夏洋 责校：江洋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周鸿儒 记者高喜明）9月6日，长江日
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
北境全线用地和武汉枢纽直通线用地预审两个重大高铁项目
通过自然资源部会审，总用地面积12916亩，总投资额684.04
亿元。其中，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从上报到通过自然资
源部会审，仅用时7天。

据悉，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
（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湖北省境内涉及武汉市、黄冈
市两地，用地面积6518亩，里程163.35公里，投资额334.78亿

元。该项目的顺利获批是继武汉至宜昌高速铁路后，沿江高铁
在湖北境内获批的第二段工程，按下了沿江高铁在湖北省建设
的“加速键”，沿江高铁在湖北省第三段工程——宜昌至涪陵高
铁此前已于2023年12月获批用地预审，目前也在全力推进。

武汉枢纽直通线位于武汉市、孝感市，是武西、武荆等西
向高铁与武九、武广、合武等东南向高铁连通运行的关键区段
工程，用地面积 6398 亩，里程 104.18 公里，投资额 349.26 亿
元。项目用地预审的及时获批，为项目尽早立项核准和开工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都市圈两高铁项目用地通过国家会审

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通讯
员刘小进 王星予）9 月 3 日，长江日
报记者从花湖国际机场获悉，为期 2
个月的暑运于8月31日结束，花湖国
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降6700
架次，保障旅客8.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5.7万吨，航班架次同比增长149.2%，
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 485.5%，创新
高。

花湖国际机场推出“首乘无忧”
“码上无忧”等服务产品，为首次乘
机的旅客提供专属服务，包括首乘
标识贴、全流程分段指引等，通过在
航站楼设置立牌、电子屏幕、机票提
示贴纸等方式，畅通旅客意见受理
渠道，做到旅客意见即刻受理，旅客
问题及时解决。航站楼内设置两台
外币兑换机，增设人工外币兑换引
导服务，满足外籍来华人员的支付
服务需求。

暑运期间，花湖国际机场引入印
度靛蓝航空，新开、加密鄂州至越南河
内、美国夏威夷、韩国仁川等国际货运
航线。全球最大的 B747-800 型 F 类
全货机在本场运行，新建5 万平方米
的专用货机坪，新增3个货机位，加快
推动机场总规修编和北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编制，引领机场统筹高效发展。
积极推进武鄂地区空域优化工作，小
时高峰容量提升至33架次/小时。

作为客运支线货运枢纽，花湖国
际机场投运以来已累计开通客货运
航线91条，其中客运航线16条、通达
24 个国内 航 点 ；货 运 航 线 共 计 75
条，包括国内货运航线 51 条、通达
46 个国内航点，国际货运航线 24 条、通达 27 个国际航
点。随着花湖国际机场货运航点的不断增加，一张由武
汉都市圈辐射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国际航空货运航
线网络正加速织密，吸引越来越多的进出口货物在花湖
国际机场集散转运，推动花湖国际机场航空运力不断释
放，与天河国际机场携手加快构建航空客货运双枢纽，为
助力内陆腹地变开放前沿凝聚强劲动能，为湖北加快建
设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提供
有力支持。

下一步，花湖国际机场将继续筑牢安全防线，做好安全
运行与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做好冬航季航班换季准备，提高
航班保障效率，持续提升航班运行安全水平，为旅客、货主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鄂州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

全力确保武汉新城建设
年度目标任务硬账硬结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蒋康康 戴曾婕 记者高喜明）9月

4日，鄂州市召开推进武汉都市圈发展暨武汉新城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全力确保年度各项目
标任务硬账硬结。

会议指出，建设武汉新城是省委赋予鄂州的重大使命，
是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要坚持问题导
向，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要锚定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不放松，以实绩实效论英雄，确保年底硬账硬
结。

会议强调，华容区、梁子湖区、葛店经开区要以改善城
市环境面貌、提升片区整体形象为抓手，加大“村改居”工作
力度，扎实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湖北联投要主动作为、创新思路，在狠抓项目建设的同时，
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有效盘活资产资源，多措并举促
消费、聚人气，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劲内需动能。

会议要求，各建设责任主体要千方百计统筹资源、筹措
资金，确保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推进；鄂州市直各部门要全力
以赴做好要素保障，加大政策倾斜和资源投入力度，为加快
项目实施清障开道；梧桐湖片区要坚持统筹规划和规划统
筹，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推动项目早开
工、早建成、早投产。要继续发扬“拼抢实”工作作风，积极
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支持，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推动湖北
省委、鄂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连接黄冈和鄂州

燕矶长江大桥开始猫道施工
长江日报讯（记者高喜明 通讯员徐颖）9月6日，长江

日报记者从中铁大桥局燕矶长江大桥项目部获悉，目前大
桥已完成先导索过江，正在进行猫道施工，为主缆架设做准
备。

据悉，燕矶长江大桥2200米的先导索已于8月29日完
成过江，顺利连接起鄂州、黄冈两侧主塔。先导索过江后将
形成牵引系统，意味着燕矶长江大桥实质性进入上部结构
施工阶段。

“我们已经开始猫道施工，目前正在完善塔顶门架、散
索鞍门架后续安装工作，对各型卷扬机进行安装与调试。”
中铁大桥局燕矶长江大桥项目副总工程师胡腾飞介绍，猫
道是悬索桥施工时架设在主缆之下、平行于主缆的线形临
时施工便道。它是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业的高空脚手架，
是主缆系统乃至悬索桥整个上部结构的施工平台。猫道施
工需要3个多月，预计2024年底可完成，随后就可启动主缆
架设。

燕矶长江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径四主缆悬索桥，也是世
界首座不同垂度四主缆双层钢桁梁悬索桥，项目全长
26.391公里，大桥主跨1860米，上层为高速公路，设计时速
100公里，下层为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

燕矶长江大桥作为武鄂黄黄快速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联通花湖国际机场，串联鄂州、黄冈
的沿江发展轴。15分钟内就可以从花湖国际机场抵达黄
冈市区，使机场腹地大大延伸，有助于打造“铁、水、公、空”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撑临空经济区快速发展，推进武鄂黄
黄一体化发展，助力构筑国际航空客货双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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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高喜明

直升机旅游观光、直升机转运危重病人、无人机送外
卖、无人机测绘、无人机播种……随着科技的发展，“低空
经济”的运用场景越来越丰富。《湖北省加快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明确提出，2027年
湖北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力争突破1000亿元。率先在武
汉都市圈开展市内和城际低空客运航线试点，推动无人
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城市空中交通中的示范应用。

拓展运用场景，布局相关产业，在低空经济赛道，武
汉都市圈早已展开竞逐。

都市圈多地开启低空时尚旅游

“这么多岛就像星星一样，仙岛湖真漂亮啊！”8月31
日，来自武汉的黄女士在黄石阳新仙岛湖景区一下直升
机，就忍不住赞叹。

黄女士体验的是景区直升机空中游览项目，乘坐直
升机只需13分钟，就可以飞行30多公里，将景区全域的
1002座岛屿尽收眼底，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我们的飞行高度在300米左右，一次可以乘坐3名
游客，一到节假日非常火爆。”湖北中泰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董事长邓坤明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仙岛湖景区之前只
提供游船游览，游客无法窥探仙岛湖千岛齐聚的全貌，该
公司于是引进了罗宾逊R44直升机，在2021年推出了空
中游览项目，“最高峰一天飞行102架次，周末能飞行约
30架次”。

邓坤明介绍，仙岛湖是湖北省内少有的常驻直升机
的景区。直升机不仅丰富了景区项目，提升了游客的体
验，增加了景区的知名度，还能提升景区的应急响应速
度，遇到游客发生意外，从景区到阳新县人民医院只需
14分钟。

咸宁市嘉鱼县招商引资打造的湖北阿洛亚通用航
空旅游综合体项目，总投资32亿元，占地5500亩，建设
用地2200亩，利用矿山修复后区域打造旅游综合体，包
括通用航空体验中心、水上运动中心、旅游码头、康养
水世界等旅游设施，以及游客中心、度假酒店等服务配
套设施。

“去年和今年‘五一’，我们都推出了直升机观光体验
活动，市场反响热烈。”项目负责人王哲说，该项目将把通
用航空产业作为亮点打造，规划机场可满足通用航空和
公务机起降需求，填补鄂南区域航空产业的空白。未来
还可以开发飞行培训、跳伞运动等。

在黄石大冶市毛铺国际滑翔伞基地，每当天气晴朗
的周末，天空中就会“开”出五颜六色的伞花。在教练的
带领下，游客从蔚蓝的毛铺水库上空轻盈划过。

毛铺滑翔伞起飞场海拔 520 米，与降落场落差 480
米。降落场位于毛铺水库下方，落差显著，颇为刺激。整
个飞行过程可以将毛铺水库风光尽收眼底。大冶中地大
捷龙航空运动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该基地从2016年
开始运营，月均游客量在3000人左右，以武汉、黄石等都
市圈城市为主。

《湖 北 省 加 快 低 空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4—2027 年）》提出，大力培育“低空+时尚旅游”新
业态，积极引导和支持发展各类低空经济新兴消费项
目，鼓励各地依托重点旅游景区开发空中游览等特色
项目，打造一批“云端游”系列产品。“随着低空经济加
速发展，低空空域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将被充分挖
掘释放。‘通航+旅游’的融合模式前景广阔，大有可
为。”王哲说。

大批低空经济企业集聚都市圈

据统计，2023 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超 5000 亿元，
2030年有望达2万亿元。武汉都市圈发展低空经济，武
汉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7 月 2 日，武汉首家研制垂直起降飞行器的科技企
业——湖北旻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武汉上元
量子+产业园。目前，武汉经开区已聚集了国家华中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海直通航、旭日蓝天等多个低空经济相
关项目，初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

8月12日，在中国光谷低空经济交流会暨招商推介
会上，湖北省无人机行业协会、湖北电鹰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飞流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工程大学、智汇翼（武
汉）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和弦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红袖文
化科技有限公司、阿里行量子科技有限公司8家代表性
单位签约落户中国光谷低空经济产业园，涵盖无人机整
机生产、研发试验、会展传播、应急救援、检测检验等多个
领域。

湖北省无人机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
月，省内以无人机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和院校约 150 家，
其中超80家注册地在光谷，包含无人机整机研发生产、
销售代理、应用服务、培训、关键零部件、软件等产业
链。

今年10月，普宙科技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深度
合作的低空共享无人机应用示范区建设项目将完成竣工
验收。届时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将部署无人机
186架、自动机库128套，总规划航线超2000条，飞行范
围覆盖全区518平方公里，在交通管理、活动安防、消防
应急、能源巡检、民生服务等领域发挥作用。

今年5月，武汉出台《武汉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标准规范、设
立试点航线、加强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抢抓产
业发展机遇，加快提升低空经济竞争力。2024武汉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推进大会上，武汉亮出目标：到2027年，低
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2030年，低空经
济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武汉市进入国内低空经济综合
实力第一方阵。

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也吸引了不少低空经济相关
企业落户。

8月15日，专业从事无人机等高端智能装备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联合飞机集
团到仙桃市考察，双方表示将共同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
加强沟通对接、加快项目落地。当前，仙桃正抢抓发展机
遇，全力推进无人科技小镇建设，集中精力发展低空经济
产业。

8月29日，在咸宁市通城县关刀镇工业园内的湖北
凯空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生产、检测遥控飞机
及无人机零部件产品，赶制国内外订单。

湖北凯空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人机
零部件和遥控飞机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其创始
人丁伟兵是当地的创业青年，他曾在沿海一家遥控飞
机合资企业从事零部件研发、生产工作达20余年，通过
自主研发和持续创新，掌握了相关核心技术。如今，他
返乡创业，致力于生产无人机零部件和遥控飞机，重点
构建无人机上下游产业链，为咸宁“低空经济”加速发
展添翼助力。

圈内多城部署发展低空经济

目前，武汉都市圈多个城市正在抓紧部署发展低空
经济。

今年，黄冈市出台的《黄冈市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以下简称《黄冈方案》）明确，到2025年，全市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布局初步形成。以航空航天产业配套
和无人机生产为重点，以通用航空服务、卫星运营及空间
信息服务为保障，以“航空航天+特色应用”为抓手，培育
壮大产业链条。

《黄冈方案》指出，加快建设麻城通用机场，尽快启动
武穴通用机场建设。引进1—2家国内知名通航短途运
输运营企业入驻。围绕打造应急救援示范区目标，加快
应急救援起降点建设。建设湖北省鄂东南（黄冈）应急救
援基地、航空保障中心、黄冈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布局红
安、浠水、蕲春等森林消防队伍营地应急救援起降点（通
用机场标准）。鼓励大型企业、工业园区、高速公路服务
区、学校、医院、大型商业体等重点目标建设一批临时简
易航空应急救援起降点。加快无人机生产基地建设，引
进无人机研发制造企业、零部件及航材供应商、精密制造
装备及技术提供商等企业入驻。构建无人机研发、设计、
测试、总装集成全产业链。加强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广
泛应用，逐步开发基于无人机的娱乐、文化、教育等衍生
产品和服务。

9月2日，孝感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低空

经济发展有关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推进举措。
会议指出，要增强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责任感紧

迫感，充分发挥孝感现有优势，紧密结合低空产业基础
和应用需求，全力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要深入思考
如何利用天河机场资源发展低空经济，做好“高空”和

“低空”结合文章，促进低空经济“高飞”发展。要充分
发挥三江航天产业优势，以“无人机+”为核心，深度探
索应用场景，加强无人机产业上下游对接，积极招引无
人机整机制造链主企业，孵化培育产业生态，推动低空
核心产业聚链成势。要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高度谋划
工作，完善相关机制，探索军地协同有效路径，积极争
取空域资源。要深入了解低空经济的发展规律、技术
路径、产业方向，组建专业团队系统谋划制定行动方
案，提前布局抢占先机，强化人才、资金、要素等支持，
合力构建低空经济发展良好生态，持续推动低空经济
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8月16日，仙桃市低空经济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解
读了仙桃市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安排了
仙桃市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低空经济是仙桃市具有良好基础条件和
应用前景的新增长点。要紧跟发展大势，抢抓风口机遇，
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新质生产力发
展新引擎。要抓好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出台仙桃市低空
经济发展规划和低空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打造全省
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要聚焦硬件软件设施，加快完善
地面起降“设施网”，打造低空飞行“服务网”，构建低空智
能“信息网”，划设低空飞行“航线网”，为发展低空经济创
造有利条件。要夯实项目、政策、人才支撑，全方位支持
低空经济发展，加快形成比较优势。要积极拓展多元化
的低空+农林生产、低空+物流配送、低空+时尚旅游、低
空+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形成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的良性互动，推动低空经济链接重点行业、融入百姓生
活。

8月14日，咸宁赤壁市发布《赤壁市低空经济规划编
制服务公告》，该市已开始着手编制低空经济发展规划。

【专家建言】

抱团发展低空经济
要找到运用场景突破口

湖北省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师范大学经济学
教授聂亚珍表示，目前民航使用低空空域不足30%，随着
国家空域管理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空域资源开发利用
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为低空服务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
的空间。当前，武汉都市圈低空经济在生产制造、技术研
发等方面优势明显，高校、科研机构创新能力强，低空经
济产业基础雄厚，已形成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飞、运维
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领域的发明专利增长
快，无人驾驶技术、无人机技术、新能源航空器、飞行汽车
等新兴领域保持领先。

“武汉都市圈要提前制定低空经济全面发展规划，精
准且深入培育应用场景。”聂亚珍建议，在应用场景的试
点选择环节，应侧重于真实、刚需的场景，如物流、客运。
要建立大交通融合管理体系，加强与交通管理等相关部
门的协调合作，增加对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和低空飞行基
础设施的投资，推动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空域利用效
率。

湖北理工学院经管学院副院长石璋铭教授也建议，
武汉都市圈抱团发展低空经济，应找到运用场景的突破
口，形成合作机制，各市利用自身条件和优势分工协作，
避免重复建设。

湖北省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会会长王阳红介绍，开展
市内和城际低空客运，首先需要开放城市低空空域，建立
低空航路。其次，则是完善低空管理体系。这两个基础
条件成熟以后，才能实现公路无人机巡检、长江汉江海事
巡检、通航载人等更多低空场景的运用。

“低空航路和管理体系正在加快构建，但从起步到完
善还需要一个过程。”王阳红建议，武汉市可以在汉南、黄
陂、蔡甸等低空空域资源丰富的新城区进行试点，先做旅
游载人飞行，成熟后再开展低空客运。同时，可以像智能
网联汽车一样，在都市圈内开展特定航线试点。按照步
骤，一步步实现武汉都市圈市内和城际低空客运。

拓展运用场景 出台政策支持

武汉都市圈竞逐低空经济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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