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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吴慧珺 周慧敏

从蓝天“一跃而下”体验跳伞乐趣，在直升
机上俯瞰山河，于城市烟火中欣赏一场无人机
灯光秀……随着各地低空文旅项目“上新”，低
空经济以“云端视角”持续点燃消费热情。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低空+旅游”正以
立体化体验塑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激活“吃住行
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空
中引擎”。

新玩法：“低空+文旅”带来丰富体验

“从空中看三亚的海景，像是打开了新世
界！”在海南最大的跳伞基地——三亚塔赫跳伞
基地，内蒙古游客王晓玲体验了固定翼跳伞后
难掩兴奋。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三亚塔赫跳伞基地
日均接待量较平日增长约70%，2024年基地接待
跳伞客人超过1万人次，今年一季度已经达到
6000人次。三亚塔赫极限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恩铭说：“低空旅游以高空视角赋予传
统景区全新魅力，尤其受年轻群体追捧。”

安徽九华山风景区，5月3日，在直升机轰
鸣声中，合肥游客王强一家俯瞰春日山景，连声
惊叹“半小时太值了”！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留告
诉记者，目前，该游览项目共开设3条航线，体
验时间在5分钟到25分钟之间，价格区间在几
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据赛迪顾问预测，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
在2025年跨越8500亿元大关，2026年有望达到
万亿元级别。去年以来，多个省份积极规划设
计低空应用场景，探索特色旅游飞行航线等低
空文旅新业态。

记者走访看到，以载人直升机为主的低空
观光项目正从“小众体验”迈向“大众消费”。重
庆巫山开通直升机俯瞰长江三峡项目；江苏苏
州开通金鸡湖、苏州古城等低空观光航线；安徽
肥西县祥源·花世界旅游度假区正在打造空中
赏花项目，为游客带来“空中观花海，云端瞰江
淮”的全新体验……

科技赋能下，低空文旅应用场景深度拓展，
不仅丰富了文旅业态，也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
多点开花。

无人机演绎的灯光秀正在点亮夜经济。自
4月19日起，重庆将无人机灯光秀从“节庆限定”升级为常态化展演，5000
架无人机编队以“月月焕新”模式，演绎“山水人城”联动的视觉奇观；“五
一”期间，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祥源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内，约
1100架无人机每晚准时腾空而起，展现出仙鹤、宝剑、榔梅花等文化元素，
吸引游客打卡。

无人机表演带动酒店、餐饮商家纷纷推出“观演套餐”。重庆市综合
经济研究院院长丁瑶说，“无人机+夜景”的组合拳，推动文旅业态向立体
化、科技化转型，形成“空中消费+地面服务”的全新产业链条，助力打造

“低空+”文旅生态，让“流量”直接转化为“销量”。

强支撑：政策助力低空文旅“高飞”

低空文旅的“腾飞”离不开政策赋能。低空经济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支持低空消费发展，各地因地制
宜推出支持低空文旅发展的各项举措。

“真金白银”推动产业发展。安徽合肥提出，对开设经民航部门审批
的载人eVTOL航线的企业，分类别给予补贴，其中观光旅游类航线每人
100元/架次；重庆开展低空飞行消费周，今年共发放3000万元低空飞行
消费券，今年活动期间拉动消费超5亿元；江苏苏州支持低空载人观光，
对开通观光航线的企业，每增加一条新航线给予2万元补助，每家企业最
高50万元。

“建圈强链”促进融合发展。海南三亚推动低空旅游产业与酒店民
宿、会议展览、节庆赛事等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四川鼓励发展以低空经济
为主题的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支持举办航空会展、航空论坛，支
持开发低空文创产品。

持续推动应用场景“上新”。浙江提出，支持发展电动垂直起降航空
器观光、热气球环游、滑翔伞运动等低空农文旅活动；四川支持建设航空
运动体验基地和航空飞行营地，举办大型航空体育和无人飞行器等赛事
活动；海南提出，拓展低空飞行器旅游观光场景，支持海口、三亚等环岛旅
游公路沿线市县，结合驿站布局开通直升机、eVTOL、飞行汽车等低空旅
游观光线路。

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合肥）执行主任程羽说，在政策驱动下，各
地通过创新推出多元化低空文旅体验，撬动文旅消费市场，更通过常态化运
营、文化融合与产业链延伸，让低空经济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空中引擎”。

谋长远：多举措推动低空文旅高质量发展

“低空+”打开文旅想象新空间，如何能“飞得更稳”？
“低空文旅作为新兴业态，行业发展初期难免出现人才短缺、运营不

规范的短期乱象，一窝蜂上项目、同一区域同质化竞争也时有发生。”海南
省航空运动协会秘书长徐丽文说，近年来，协会一直呼吁运营企业进行人
员、飞行器材、运营场地备案，并运用行业协会的专业力量，引导和鼓励企
业规范化运营。

受访人士认为，需通过政策、技术、场景与生态的多维协同，破解成本
高、项目同质化等问题，释放低空文旅市场活力。

“要吸引低空领域的高端人才留下来。”徐丽文建议，发展低空旅游要
从旅游观光、赛事经济、应用场景开放等方向着手，鼓励相关企业落地，实
行低空人才落户补贴，推动当地低空经济人才储备发展。

差异化竞争成为破局关键。祥源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董事长
梅岭以无人机表演为例：“必须深挖本地文化，避免千篇一律。”她提出构
建“低空文旅品牌矩阵”，联合文旅、科技企业打造区域IP，通过短视频、直
播等精准营销提升转化率。

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陈耀建议，以海南为例，未来可推动利用海
南自贸港政策对低空设备的展销和交易，进一步吸引低空设备组装、研发
和制造企业，逐步形成海南特色的低空经济产业链。

向云端，探新路，低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还需技术创新持续赋能。程羽
认为，各地可探索推动轻量化、低成本设备研发，推动低空场景的创新，拓
展“低空+研学”“低空+康养”等模式，“未来低空旅游将不止于‘天上飞’，
更要实现‘地上热’”。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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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瑶 陈寅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
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13 日在北京开幕。
经过十年悉心耕耘，中拉论坛机制已成为
中拉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

岁月流转，四季更迭，中拉整体合作
的精彩画卷徐徐铺展。绽放在墨西哥沙
漠里的中国“太阳花”、风靡中国健身达人
圈的巴西莓果泥、翱翔在圭亚那稻田上的
中国农业无人机、晋升中国花卉市场“新
宠”的秘鲁朱顶红……一个个跨越山海、
连接中拉的动人故事，成为十年来中拉构
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话合作网络
的生动注脚。

清洁能源向“绿”而行

向阳花开春常在，墨西哥佩尼亚斯科
港居民用电不愁了。

在水草丰沛的地方，各种花卉把太阳
的光和热转化成大自然的美。而在墨西
哥西北部索诺拉州沙漠地区的佩尼亚斯
科港，长年干旱、高温、光照时间长，光伏
项目如同盛开的“太阳花”，把光和热转化
成当地居民梦想的电。

4月的一天，47岁的当地居民何塞·加
尼卡从冰箱里取出食材准备晚餐。“不用
为储存食材发愁”这一看似平常的需求，
他以前不敢想象。“以前供电很不稳定，经
常停电。”加尼卡说。

这一切随着中国企业承建的佩尼亚
斯科港光伏电站二期工程交付投产发生
了改变。

为缓解周边地区的电力缺口，减少对
电力进口的依赖，墨西哥全面推进佩尼亚
斯科港光伏电站建设，完全建成后将成为
拉美最大的光伏项目。

行走在光伏板间，中能建国际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佩尼亚斯科港光伏电站二期工
程项目经理王志飞无比自豪。他说，佩尼
亚斯科港光伏电站是墨西哥门类最齐全、
技术最复杂的光伏项目。二期工程总装机
容量达到300兆瓦，每日最高发电量达204
万度，可满足2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十年来，中拉清洁能源合作助力发
展，点亮拉美万家灯火：在巴西，美丽山特
高压输电项目缓解了当地电力供应紧张；
在智利，蓬塔风电场助力当地可持续发
展；在古巴，西罗雷东多生物质电厂变废
为宝；在哥伦比亚，伊图安戈水电站建成
后将解决全国12%的电力需求……

智利塔尔卡大学工程系学者克里斯
蒂安·加西亚说，拉美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适宜发展清洁能源，中国拥有清洁能源项
目建设运营的技术和经验，中拉在这一领
域拥有天然的互补性。

“感谢中国帮助我们实现了能源结构

的转型升级。”加西亚这一句发自内心的
感慨，正是对十年来中拉清洁能源合作丰
硕成果的精准概括。中拉合作向“绿”而
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人文交流双向奔赴

莓子冰饮润齿牙，身在中国的巴西姑
娘乡愁解了。

酷暑难熬，各色清凉饮品备受消费者
青睐。低热量、抗氧化、纯天然……在人
们越来越追求健康的过程中，巴西莓在一
众“超级水果”中脱颖而出。

“没想到在中国也能吃到巴西特色甜
品——巴西莓冰淇淋！”

中国上海，巴西姑娘英格丽德·托尔
夸托走进街边一家巴西莓果泥专门店。
品尝一口后，她惊讶地赞叹：“地道，是巴
西的味道！”

托尔夸托从小就对中国有着浓厚的
兴趣。大学期间，她报名了孔子学院的课
程，之后两度赴华交流学习。2024年，她
再次回到阔别九年的中国，成为复旦大学
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身在中国，她发现身边的巴西元素越
来越多，每次她总会同身处巴西的中国朋
友、孔子学院老师高春晗分享。同时，高
春晗在巴西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

在巴西，约200年前中国茶农带来的
茶树和巴西莓棕榈树并肩而立，中医诊所
走进巴西社区，针灸被纳入医保体系。在
中国，巴西“战舞”走红网络，两国经典文
学作品互译工程佳作频出……

中巴友好往来是中拉人文交流的生动
缩影。十年间，“汉语热”在拉美多国日益
兴起，中国多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加拉美地
区国际书展，拉美影视作品也频频亮相中
国的国际电影节，“中拉文化交流年”“中拉
文明对话论坛”等活动成功举办……中拉
在互学互鉴中相知相熟、相近相亲。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中心主任罗伯托·拉方丹表
示，十年来，中拉人文交流日益丰富多元，
民心相通逐步深化。在文明互鉴、开放包
容的基础上，中拉携手推动各领域合作迈
上新台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中拉人文交流活力迸发，双方在相融
相通、互促互鉴中携手向前。

技术合作守望丰收

稻花香里说丰年，圭亚那无人机水稻
精准种植试点项目成了。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万千稻穗随风
摇曳，铺展成一片金色的海洋。但稻田里
的精彩不只在地面。

南美洲北部，圭亚那广袤的稻田上，
中国农用无人机在蓝天下低空飞行，拍摄

下金灿灿的稻浪。操作员温菲尔德·华盛
顿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无人机是他“会
飞的眼睛”，实时传回清晰图像，分析植株
长势、田间水量与病虫害情况。

中国无人机是圭亚那水稻精准种植
试点项目的“关键角色”，这一试点由中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支
持。2022年，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提升数字农业发展韧性项目”的大力推动
下，圭亚那稻米发展委员会在当地启动了
试点建设。

圭亚那农业部数据显示，在该项目支
持下，圭亚那水稻单产从2019年的每公顷
5.9 吨提升到 2024 年第一季的每公顷 6.6
吨，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次攀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提供无
人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项目还有一个关
键环节——指导与培训，包括派遣中国专
家去圭亚那现场指导和邀请项目参与人
员到中国接受培训。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
究员朱海波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介绍
说，中国专家设计了一套适应圭亚那的技
术解决方案，帮助当地设立专业化服务团
队，系统培训无人机飞手与数据分析师。

圭亚那稻米发展委员会技术推广主
管特拉维斯·皮尔格林是赴华培训的一
员。他说：“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开拓了
我们的视野。”回国后，皮尔格林与当地程
序员合作开发了相关应用程序。2025年，
圭亚那新一季水稻种植试点进一步扩展。

如今，圭亚那稻米发展委员会培养了
8名无人机飞手和12名数据分析员，还设
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小组，推动水稻种植全
面走向数字化。

圭亚那农业部长祖尔菲卡·穆斯塔法
评价说，该项目是圭亚那政府、联合国粮
农组织、中国等共同努力的成果。中国驻
圭亚那使馆首席馆员黄瑞参赞表示，这一
项目将助力圭亚那实现到2025年“食品进
口减少25%”的目标。

十年来，中拉合作一直秉持加强团结
协作、推进南南合作这一初心，在全球治
理和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示范作
用。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娜塔莉娅·平·比索认为，与中国的农业合
作有助于加强拉美地区粮食安全和主权，
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圭亚那无人机培训到墨西哥灌溉
物联网技术，从阿根廷数字技术扫盲到巴
拿马农村电商计划，中拉农业技术领域合
作正结出丰硕成果。中拉合作成为南南
合作的重要典范，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
贡献智慧与力量。

春节“新宠”成功破圈

银装素裹映瑞雪，秘鲁朱顶红在中国
年宵花市场火了。

蛇年春节前夕，中国花卉市场上，秘
鲁朱顶红蜡球的销售异常火爆。“买颗朱
顶红，来年注定红！”这句吉祥话让大规格
朱顶红蜡球成为年宵花市场的“新宠”。

“春节期间，朱顶红蜡球的整体销售
情况十分理想。以上海复兴公园门店为
例，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额增长了近
80%。”上海种业（集团）营销中心副经理杨
仕琦介绍。

秘鲁农花公司和中国上花集团携手
打造的这款朱顶红花朵大、花期长，无需
阳光、水土和看护，被誉为“懒人花卉”，成
功在中国年宵花市场“破圈”。然而，这一
中国年宵花市场上的“新宠”也曾面临无
人问津的局面。

这款大规格朱顶红种球由秘鲁农花
公司繁育，曾因存储和运输需求高增加了
成本、压缩了利润，使销路遇阻。

中国方案为这款朱顶红带来转机。上
花集团的研发团队多次与秘鲁农花公司沟
通，认为可利用大种球营养丰富的优势，另
辟蹊径，通过蜡封等技术打造“懒人花卉”，
赋予美好寓意，开发礼品属性，进军年宵花
市场。此后，上花集团带着朱顶红蜡球连
续四年走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极大提
升了这款花卉在国内市场的认知度。

上花集团副总裁杨娟介绍，为满足中
国市场不断变化的审美和需求，中秘两家
公司在育种、营销等领域密切合作，每年
都向市场推出新品种。

秘鲁农花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塞洛·弗
洛雷斯回忆，在遇到中国合作伙伴前，他
没想到朱顶红日后能在中国成为爆款。

“中国市场开放透明，进口流程高效便捷，
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支持。”

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学
家曼努埃尔·伊达尔戈看来，朱顶红走俏
是中拉经贸合作十年提质升级的一个例
子。他认为，中拉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
贸易向科技等领域拓展。“我认为这是促
进拉美出口产品多样化、技术创新和提升
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机遇。”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年中拉
贸易额超过 5100 亿美元，较十年前翻一
番。中国稳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也
是秘鲁、智利、巴西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已与拉美五国签署自贸协定。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拉优质产品走进
彼此千家万户。迎风绽放的朱顶红，体现
了中拉贸易往来的热度，也寓意双方携手
共赢的美好愿景。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参与记者：
赵望轩、江雪、朱婉君、李佳旭、于帅帅、吴
昊、赵焱、田睿、朱雨博、王钟毅、郝云甫、
张梦洁、陈杰、郑良）

在 各 自 现 代 化 征 程 上 并 肩 前 行
——中拉双向奔赴的四季故事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南街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副主任郭凌云就收到了被移出

“‘五一’临时群”的微信通知。
“‘五一’期间，街道辖区内每天都有

文旅活动，我们当时建了个临时工作群。”
郭凌云说，以前干一项工作拉一个群，微
信里长期积攒有好几十个工作群；现在只
在确有需要的时候才建群，工作结束后立
刻解散群，基层工作人员负担大大减轻。

微信群少了、填表造册少了、会议汇
报少了……随着内蒙古在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工作中常态化开展实地访查，
部分减负工作“上热下冷”的难题得到破
解，基层切实感受到减负的“温度”。

针对减负工作中有些要求在落实中
层层递减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部署开展贯通市县专项行动，向社会征
集有关问题线索，集中时间下沉到市、县
两级开展实地访查，形成自治区、盟市、
旗县三级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减负工作
的机制。

“开展实地访查不仅是发现问题、警
示问题，也是通过直插一线的方式，持续
传导工作方向、规范要领和整治要求。”自
治区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说，第一次到旗县实地访查时，发现有的
以部门名义召开的会议，也会要求镇长参
加，他们详细介绍了严格精简会议的要
求，到第二次再来访查时，镇长们要开的
会大大减少了。

自治区层面的实地访查也带动了盟
市的实地访查，访查后开展典型问题核查
通报工作，并以点带面推动问题整改。“学
习了通报的问题，我们也能举一反三，整
改工作中存在的类似情况。”大南街街道
党工委书记郭文杰说，以前工作不分基本
事项和配合事项，导致“小马拉上大车”，
现在有了常态化实地访查和通报，基层更
能厘清职责，集中力量为群众服务。

快到端午节了，郭凌云又忙碌起
来——组织居民参加文艺活动。

“街道老年人有秧歌队、合唱队，希望
有展示表演的舞台。”郭凌云说，“以前办
文艺活动，我们在场外维持秩序；现在我
们有了更多精力组织活动，职责事项更清
晰，社区居民的热情也大大提升。”

在大南街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编制完

成后共196 项，其中基本履职事项83 项，
57.7%为配合履职事项和上级部门收回事
项，较之前不仅更为精简，而且更为清
晰。社区不用再开亲属关系证明、“家里
一亩三分地”等难以核实的财产证明、“是
不是好同志”等不掌握情况的政审证明，
基层干部感觉如释重负。

郭文杰说，在常态化访查的带动影响
下，基层对减负工作也有了主动思考。在
编制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的过程中，大南街
街道去掉了若干不适合街道负责的事项，
同时将10项特色事项加入清单。“这些特
色事项与文化旅游相关，不仅明确了街道
的主责主业，也很契合街道的发展思路。
在减负的同时，我们也要让工作增效。”郭
文杰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3日电）

内蒙古：常态化开展实地访查破解“上热下冷”难题

2025年3月31日，在厄瓜多尔首
都基多，人们体验宇通双源无轨电车。

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交流合作
的不断推进，中国元素在拉美社会中
日益增多，从街头的中餐馆到各类中
国文化符号，从城市中穿梭的中国产
汽车到疾驰的中国制造地铁……这
些元素正逐步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
生活，展现出中拉互动不断深化的现
实图景。

新华社发（里卡多·兰德塔 摄）

你好，Hola！

——拉美视角下的中国魅力

新华社西安 5 月 13 日电
（记者 付瑞霞）记者5月13日从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该院
研制的 140 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甲
烷发动机于4月26日首次进行整
机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40 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甲烷
发动机，将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

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及大运力火箭
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研发团队
打破传统研制壁垒，以数字化手段
高速迭代方案设计，在设计仿真全
覆盖的基础上采用组件联合仿真
分析，短时间内突破了多项关键技
术。该发动机从方案论证到整机
试车，仅用时7个月。

我国140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甲烷
发 动 机 首 次 整 机 试 验 成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