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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杜
胜健）昨日上午，记者在长乐区营前街
道湖里村看到，一颗颗大头菜长势喜
人，村干部林晓叶正在田间查看大头菜
的生长情况。

“当前正值大头菜加工时期，村里专
业加工企业在新春开假后将陆续开足马
力加工生产，大家都在期盼大头菜能早
日收获上市。”林晓叶告诉记者，由于今
年气温相比往年同期低，大头菜的成熟
期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但总体长势喜
人，预计村民可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

小小的大头菜，现已成为湖里村村
民增收的“致富菜”。村民林兆列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他家的自留地在今年越
冬期间共种植 5亩大头菜，“预计扣除
成本后可以纯赚 13000 多元，增收不
少！”他笑道。

湖里村地势北高南低，全村依偎在
五峰山山麓，自然生态环境优越，境内
土壤以南方丘陵砂质土为主，稍偏酸
性，十分适合湖里村越冬特色经济作物

大头菜的生长。
近年来，湖里村因势利导，重点培

育和推广大头菜品牌，并在 2021年与
福州市供销合作社主动接洽，共同成立
长乐区艺博农业专业合作社，引进精深
加工生产线，打通大头菜种植、加工、销
售产业链，推动形成“村民得实惠、集体
有收益”的双赢局面。

“自村里成立合作社、引进加工生
产线以来，村民的种植热情一年比一年
高涨，去年我们村种植 30亩大头菜，今
年全村七成以上家庭都种上了大头菜，
种植面积达到 50多亩。现在亩产大头
菜 1000多公斤，我们以每公斤 5到 6元
的浮动价格向村民收购，最大程度解决
村民增产不增收的担忧。”林晓叶说。

下一步，湖里村将继续提升大头菜
的品牌效应和引领作用，整合乡村特色
果蔬产业的资源优势，打造“一季一
品”，让湖里村春夏秋冬每季都有一款
主打农产品，提升附加值，持续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福州无人机（系统）孵化器
吸引28家优质企业入驻

航模发展全国领先火苗火苗：：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 林榕
昇）为抢抓机遇布局低空经济产
业，日前，福州精心打造无人机（系
统）孵化器，首批筛选了 28家无人
机优质企业入驻。

该孵化器是集创新、研发、设
计、制造、应用一体的无人机智能产
业应用基地，专业承接无人机相关
人才。与此同时，福州还着力建设
应用场景平台、无人机小镇和国家

级孵化器，将努力打造“无人机应用
第一城”。

过去一年，福州市深入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
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拓
展“好年华 聚福州”国际人才品
牌内涵，开辟赛事引才新模式、产
业引才新渠道，成功举办8场“侨智
汇”无人机竞赛，吸引海内外 1000
多名人才齐聚榕城。

趁热吃上万亿级大餐

福州低空经济需添“三把火”
本报记者 林榕昇 冯雪珠

低空经济这顿万亿级“大餐”，
福州还有机会上桌吃吗？

相关研究表明，到“十四五”
末，我国低空经济对国民经济的
综合贡献值将达到 3 万亿至 5 万
亿元。抢占市场，全国处处燃起

“低空热”，深圳、成都、西安等城
市各有发力点，广东、四川、湖
南、福建等 10 多个省份将低空经
济有关内容写入了 2024 年政府

工作报告。
去年以来，福州也强势入局，

办赛鼓浓氛围，搞平台孵化企业，
出台政策建立体系……放在全国
来看，当下优势虽不明显，但未来
可期。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企
业，对话协会、部门，采访专家学
者，了解到福州发展低空经济早有
积累，但要想吃上低空经济“热
饭”，还有“三把火”可添。

提起低空经济，无人机是最具
象，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很多人问
福州发展低空经济，底气在哪里？
其实，在这条新赛道上，福州不算
从零起步，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
引领全国的“火苗”。

新春开工第一天，在福州大学
国家大学科技园（侯官园区）科普
实验室，一个诞生于1978年的遥控
器点亮了航空模型的启动灯。操
控者，也是该遥控器的制造者高宪
农，是全国航模名师，今年已71岁。

早在 1952年，福州就成立了全
省首家航模俱乐部——红色航空
模型俱乐部；1956年，福州第一届
航模比赛成功举办。要知道，中国
航空模型协会 1957 年才成立。
1978年，高宪农尝试制作无线电遥
控飞机模型，次年就取得成功。

通俗来说，无人机与无线电遥

控飞机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能实
现自主飞行。受限于技术和设备，
这个痛点当时并未突破。但社会
各界对无线电遥控飞机的关注持
续走高。

2000 年，因一场飞行表演，高
宪农结识了福建省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教师陈信华。二人携手，一方
提供模型，一方提供芯片，一台具
备自动巡航能力的无人机雏形机
不久后便出炉了。再后来，高宪农
又加入福建工程学院无人机研究
小组（福建工程学院现为福建理工
大学）。直到 2009年，福建省第一
台无人机正式诞生。

“在航模爱好者看来，无人机并
不神秘，就是在原有航模基础上，加
上飞行控制系统。福州航模发展领
先全国，这也为福州低空经济发展
点燃了最初的火苗。”高宪农说。

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站
上新风口，福州面临的挑战不小。

据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统计，
截至2023年底，全国实际运行的无人
机企业超 1.7万家，深圳无人机及产
业链企业达1730家。“福州只有40多
家。”福州无人机协会常务副会长、福
建福睿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
聪坦言。

面对差距，要吃上低空经济的
“热饭”，福州首先要添的是人才这把
火。

为烧旺这把火，福州动作频频。
去年 7月起，“榕创汇”“侨智汇”等 3
场无人机竞赛接连开赛，参赛队伍数
量屡创新高。长沙夜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CEO瞿光檄告诉记者，他的
团队是第二届“榕创汇”系列赛挑战
赛冠军，比赛一结束，福州就向他发

起邀约，并给出非常优厚的政策。“福
州给出的奖金在全国范围算很高的
了，所以即使当前这里的低空产业发
展不如长沙，我们也愿意搬来试试。”

为了留住无人机相关人才，位于
福州高新区的福州无人机（系统）孵
化器已于去年 12 月投用，首批就吸
引了28家优质无人机企业入驻。

解决人才匮乏问题，高校是重要
阵地。目前，全国 20 余所院校已开
设无人机相关专业，深圳、广州等地
也正积极联合地方院所开设低空经
济相关支撑学科专业。福州范围内，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福州职业技
术学院也顺势而为。福建船政交通
职业学院土木工程学院还与深圳大
疆慧飞无人机应用技术培训中心、精
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加大无人
机测绘应用人才培养。

上一秒还在渔船甲板上扑腾的
活鱼，下一秒就乘“飞的”直达酒店后
厨……不久前，福建福睿旺科技有限
公司的 5G—网联物流无人机在宁德
港试点完成了海鲜物流运输。

同福睿旺一样，福州预研佳科技
有限公司等福州无人机企业并不打
算“死磕”无人机制造这一赛道。“我
们与深圳大疆、广州亿航、成都纵横
等龙头企业比，专利不够强，成本没
优势。要谋出路还得从应用场景服
务入手。”预研佳创始人王佳青说。

福州要添的第二把火便是开拓
更多应用场景。

从现状来看，福州已开放农林业
巡检、安全监控、环境监测等部分政
务应用场景，但这远远不够。大部分
低空飞行相关企业一窝蜂地“卷”在
电力、农林业等赛道，企业为抢单打
起价格战。无序竞争生态之下，不仅

本土企业得不到良好发展，还难以吸
引外地优质企业入驻。

破题，福州从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入手。

“福州城中水道密布，139条内河
纵横交错，闽江、乌龙江江面宽广，这
无疑是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王佳青认为，每一条河流
都能成为无人机起降跑道，形成“航
空+水系+陆路”三维交通模式，碰撞
出物流、巡河之外的更多应用场景。

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为福州抢
占低空旅游市场也提供了有利条
件。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林左鸣十
分看好“航空+文旅”模式。近年来，
林左鸣数次来闽调研，提出可以谋划
建设通航小镇项目。依托通航小镇，
可以将航空与旅游、生态、工业等领
域全面融合，同时衍生出青少年航空
航天研学、培训基地等多个新业态。

面对万亿级市场，深圳、海
南、湖南等地掘金速度加快：深圳
累计开通低空航线 156 条，计划
到 2025年开通 220条以上市内无
人机航线；海南近期发布了全国
首张省域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
域图；湖南完成全省范围内 97条
低空航线飞行验证，照着航线就
能“想飞就飞”……

“要想富，先修路”，放在低空
经济领域亦是如此。对此，福州
必须点燃第三把火——构建空中
航线网。

去年 9 月，在第一届数字低
空产业发展论坛上，鼓楼区与中
航金城无人系统有限公司签约，
试点打造国内首创的“三维一体”
智慧城市立体网格化管理时空平
台。

中航金城无人系统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昂介绍，项目一期主
要目标是建设福州市低空空域体
系，包括无人驾驶的空中航线网、
管理规划、交通规则、地面基础设

施等多方面。同时，在加快实现
低空飞行全智能化的发展过程
中，鼓楼将试点打造 19个枢纽型
无人机机场。

“通俗来说，就是打造一个
‘空中打的’平台，打通空中航线，
并且连线成面，实现低空公共航
路网全区域覆盖。”业内专家车云
如形容说，“开好‘天路’后，飞手
们都可以沿着‘高速公路’运行无
人机。”

此外，随着 2024 年 1 月 1 日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
条例》正式施行，无人机产业迎来
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目前福州拟
在闽侯、永泰、罗源、闽清、福清等
地建设A类通用机场，为无人机
企业提供研发、试飞、飞行表演等
空间，满足低空产业发展的立体
空间需求。

可以预见，随着低空经济发
展，让外卖“从天而降”、打“飞的”
去上班，这样的未来生活场景并
不遥远。

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
依托，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
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
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
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目前，低空领域的主要产品有
无人机（消费级、工业级）、eV-
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直升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

其应用场景丰富多样，包
含空中交通、低空旅游、空中物

流，还有工业、农业、林业、渔业
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
救援、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
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
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
等。

福州市低空数字经济产业
化项目规划中的“低空”概念，
主要指在无人驾驶航空器领
域，距离地面 300 米以下，其中
以120米以下为主的空域。

▲位于福州高新区的福州
无人机（系统）孵化器。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预研佳创始人王佳青正
在组装定制无人机。

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第一把火： 人才人才

第二把火：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第三把火： 空中航线网空中航线网

【名词解释】 低空经济低空经济

本报讯（记者 莫思予）近日，来
到冶山春秋园的市民游客会发现，这
里新增了一系列“福”文化艺术雕塑，
颇为新颖别致。

走进冶山春秋园，便能看到一个
笔画饱满、形态方正的红色福字雕
塑，还有祥云点缀其上。“作品对传统

‘福’文化进行了创新转换和艺术呈
现，象征知福、惜福、幸福的美好寓
意。”鼓楼区文旅投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

草坪上，巨型福字飘带艺术雕塑
演绎“福”文化的灵动之美。不少来

访者在“福来福往”雕塑处休息，座椅
造型的特殊设计寓意“以福相待，以
心传福”。

“这些艺术雕塑结合现代美学与
传统韵味，展现了福州的文化底蕴，
也是对传统‘福’文化的创新演绎。”
上述负责人表示，园内一栋红砖楼正
在加紧装修，将通过艺术装置与体验
活动，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福”文化
的魅力与时代价值，让冶山春秋园成
为“福”文化创新与传承的前沿阵
地。据悉，这处“福”文化体验空间计
划于5月开放。

小小大头菜 致富“带头菜”
长乐湖里村培育特色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村干部林晓叶（左）在田间查看大头菜的长势。杜胜健摄

冶山春秋园打造
“福”文化体验空间

福州无人机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国聪（中）展示无人机配件。本报记者 陈暖摄

本报讯（记者 颜澜萍）近日，由
台江区政府主办，台江区委文明办、
台江区城市管理局、义洲街道办事处
协办的文明养犬与垃圾分类志愿宣
传活动在白马河公园开展。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有奖问
答、发放文明养犬及垃圾分类宣传

单、分类小游戏等方式，向居民群众
普及养犬须知、垃圾分类知识，调动
广大群众积极性并引导大家文明养
犬及做好日常的生活垃圾分类。活
动还呼吁养犬人依法依规，尽快为爱
犬打防疫针、登记上牌，争当文明养
犬人。

台江开展文明养犬
与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