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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跨年夜，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上

空，数百架无人机排成“飞龙”“金凤”，舞动夜

空。这样的应用场景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

无人机产业的火热可见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十几个省份

将低空经济、通用航空等相关内容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随着各地加大低空经济领域的产

品研发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无人机将成为下

一个爆发的大产业。

“订单排到了一季度末”

作为国内无人机编队表演领军企业，元

旦假期，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近万

架无人机在海内外 30 多个城市飞行。公司

总经理张云说，表演带动了销售，“无人机订

单排到了一季度末。”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天津现存无人机

企业 380 余家，其中 2023 年新增注册企业与

2022 年同比上涨 16.7%。作为天津市航空航

天产业发展的核心聚集区，滨海新区无人机

企业数量和产业产值占全市 90%以上。中国

航空运输协会无人机工作委员会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滨海新区拥有无人机制造、培训、

运营企业 51家，年产值超 15亿元。

自获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以来，滨

海新区无人机企业不断开展新机测试飞行和

试验应用场景巡检飞行，无人机累计飞行达到

27.81万架次，累计完成1.22万小时飞行。

从事工业级智能无人机研发服务的天

津云圣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也感受到了

无人机产业的热度。自 2018 年落户滨海新

区以来，该公司业务量持续攀升，营业额增

长数倍。

伴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

技术不断突破，无人机产业赛道持续火热。

据了解，我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产业市场规

模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无人机销量占据全球

七成份额。

作为我国无人机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地

区，深圳市夯实产业基础，高效推进空中场景

应用创新，抢跑低空经济新赛道，加速布局

“天空之城”。

目前，深圳拥有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条，

覆盖生产制造、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商业应

用、人才培育等诸多环节，聚集大疆、丰翼科

技、道通智能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

产品迭代下的团体标准

云圣智能是一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以

四维全息实景地图、工业无人机、全自动机

场、地面机器人、物联网云平台为载体，融合

多元传感器，为行业级用户提供“机、网、云”

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联合创始人朱胜利说，公司率先

提出“全自动机场”理念，并依托这个“金点

子”，研发出“虎鲸”工业无人机和“虎穴”全自

动机场，打破了工业无人机对飞手的依赖与

频繁更换电池的窘境。

“客户采购不同厂家的无人机，如果标准

各不相同，换一个厂家就要换一套操作方法，

体验很不好。”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负责人坦言。

近年来，我国迅速成长为无人机制造和

技术强国，无人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不

断涌现，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的快速发展，对

加强市场管理、完善商品标准体系、保障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期明确了无人驾驶

航空器在设备性能、地面发射机及接收机、设

备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后期，该协会还将发

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指挥控制传输设

备适航方面的终端规范和试验规程等要求。

2023年 10月，在天津滨海新区举办的民

用航空团体标准建设暨无人驾驶航空团标创

新工作论坛上，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认为，团

体标准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团

体标准的发展是标准走向成熟的必然，也是

标准整个架构体系的基础，必须鼓励团体标

准建设。

业界专家认为，无人机产品更新迭代很

快，团体标准具有编制发布时间较短、灵活性

强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在时间周期和标准约束内容上的空缺。团

体标准的发布，将提升行业龙头企业和高新

技术研发单位对参与标准制定的积极性，有

利于引导行业创新发展。

百业百态新蓝海

1 月 2 日，一架搭载了“人工智能自适应

巡检技术”的无人机在天津市宁河区潘庄工

业园上空，不到半小时就按照既定线路完成

了一次电网设备巡检。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配电运维职工刘宇坤

说：“应用这种无人机不仅提高了巡检效率，

关键是可以对配电线路进行全方位、高精度、

自适应拍照，而且拍摄的图片传输得更快、清

晰度更高，这为我们提高巡检质量提供了强

大的人工智能支撑。”

在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厂

房，无人机产品既有一米多长的“巨无霸”，也

有巴掌大小的“小精灵”，涵盖了从航拍测绘、

农药喷洒到消费级产品等各个层级。

目前，我国无人机技术在航空物流、农林

植保、智慧城市、管线巡检、地理测绘、应急救

援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从送外卖到农业场景，从电力巡检、应急

救援物资配送到数据采集等，低空经济产业

已渗透到百业百态中。从长远来看，低空经

济产业是一个万亿级赛道。

民航局发布的《2022 年民航行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2年底，获得通用航空

经营许可证的无人机通用航空企业 15130
家，比上年底净增 2467家。

数据表明，自 2017 年以来，全国无人机

保有量、无人机企业数量、持证人员数量、飞

行小时数都保持了 15%左右的年均增幅。

据国际主要咨询公司预测，未来低空经

济将成为新蓝海，而中国将成为全球低空经

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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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无人机产业火热，自 2017年以来，全国无人机保有量、企业数量、持证人员数量、飞行

小时数都保持了 15%左右的年均增幅。团体标准的制定，将有利于引导行业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李国

一句“张万森，下雪了”，成为元旦

出圈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下雪场”

创意的由来。“没想到，2024 年的第一

场雪，是在电影院见到的！”爱观影的

重庆女孩丹丹说。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 1 月 1
日，2024 元旦档总票房 15.33 亿元，创

下中国影史元旦档票房新高。这一跨

越新旧的档期为今年电影市场创造了

良好开局，折射出市场旺盛需求。

电影市场强劲复苏

重庆UME影城宣传负责人王兴告

诉记者，今年元旦市民对电影的需求强

烈，据统计，元旦3天假期重庆总票房达

3626.37万元，同比2023年增长161%。

“虽然都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

它本质也是一种商业产品。想得到好

的票房，得知道观众想要什么，也得明

确自己电影的受众是谁。”重庆工商大

学莫远明教授指出，从上映新片的数

量，到片商影院营销各出奇招，此次的

元旦档都堪称“卷疯了”。

2023年，国产电影无论在票房、口

碑还是关注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好成绩”。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 549.15
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 460.05 亿

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 12.99亿。

跨年档票房创纪录不仅是短期业

绩的体现，更是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走向

成熟和国际化的标志，这意味着产业政

策优化、市场环境改善、产业链条完善

等多方面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

“拍重庆”到“重庆拍”的演变

从轨道交通“8D 重庆”火爆网络，

到大量影视剧、综艺节目让山城成为

热门拍摄地，再到影视基地、数字科技

影棚等诸多电影产业落地重庆。如今

的重庆永川，已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

数字“影视城”，永川科技片场应用的

虚拟拍摄流程，为导演和演员提供更

多创意空间和更高拍摄可靠性。

“相比传统拍摄，LED虚拟拍摄大

约可降低 30%至 40%的制作成本，节约

60%的制作时间。去年 5 月永川科技

片场建成投用至今，LED虚拟拍摄屏几乎没有闲置过一天。”永

川科技片场运营商达瓦未来（重庆）影像公司副总经理栾林说。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数字制作工委会副会长、倍视传媒副总

裁谢宁说，影视产业进入数字制作时代，是一次产业流程革新。

虚拟制作技术还联结元宇宙让影视科技破圈跨界，赋能数字经济

的其他赛道，带来新需求的井喷。

近年来，重庆江津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重庆影视城

（江津白沙）凸显行业影响力，江津“1+N”的影视外景资源和一

站式服务更加成熟，吸引了贾樟柯、冯小刚、张一白等著名导演

执导的100余部影视剧到江津取景拍摄。

“从推动影视示范基地建设到优化影视产业发展链条，近

年来，重庆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庆

市电影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的一年力争实现重庆电影产业

集群汇聚，在企业数量、产业链覆盖以及产值规模上实现全面

的提档升级。

电影行业如何“破局”前行？

近一段时间，短视频、短剧等新形式、新媒介的兴起，在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背景下，电影行业又该如何“破局”前行？

“一批新锐导演，对类型电影的掌握越来越成熟，理解更加

深刻，甚至运用了更多更加多元的方式，在根本上体现出电影

产业复苏的一种趋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孙承健如是说。

行业调整期内，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形成，2023年最大的意

外，便是传统电影巨头们的消失。随着欢喜传媒、中国儒意等

新势力的崛起，逐渐对传统五大民营电影公司形成取代趋势。

“发展影视产业实际上就是做服务。”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刘帆坦言，重庆影视产业底子比较薄，关键是本

土的产业链还不齐全。应该引进更多的人才、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让外地剧组不仅来渝取景，还把更多的后期制作留在重庆完成。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娱乐产业是一个充满

变数的领域，希望导演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中不断突破自我，为

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以雪为媒，新疆的冰雪资源更“热”更丰富

“热雪”里的新业态

乐器制造企业
争创“开门红”

各地加大低空经济领域的产品研发和应用场景的拓展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马安妮

寒冬时节，骄阳映雪，在新疆起伏的山峦之

间，皑皑白雪吸引了不少雪友踏板而来，从山巅

之上急速而下，感受驰骋雪道的“速度与激情”。

“我是第二次来新疆乌鲁木齐市滑雪了，

阳光很好，而且没有风，雪道也很丰富，准备多

待半个月的时间，享受滑雪乐趣。”在位于乌鲁

木齐南山滑雪旅游度假地的丝绸之路滑雪场，

来自西藏的彭小丽正在排队等上山的缆车。

冬季的新疆只能滑雪？并非如此，近年

来，新疆以雪为媒，开发出更多新产品新业

态，为不同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冰雪旅游新

体验，打造了冰雪产业新优势。

从北到南做优冰雪资源

“我是第一次带着孩子来体验滑雪，教练

很有耐心，孩子学起来也很轻松。”在白云国

际滑雪场，从乌鲁木齐市区带着孩子上体验

课的张元说，她的女儿靳舒乙今年 5岁，十分

喜欢雪，跟着教练学习了 1个小时，已经能够

简单地滑行一小段。

在白云国际滑雪场北侧，有一处专门为

1.2米及以下儿童打造的滑雪场，记者看到不少

儿童正在教练的带领下，寻找平衡、缓缓滑

行。“这是我们开展免费体验课的第5年，家长

能带着孩子一起体验滑雪乐趣，如今越来越多

的孩子喜爱上了滑雪运动。”在前不久许秀娟

团队组织的免费体验课上，来自乌鲁木齐市周

边近30名青少年身着滑雪装备、脚踏雪板，在

教练的鼓励下感受着从上而下的滑行快乐。

据白云国际滑雪场总经理助理孙玉苗介

绍，今年为了满足青少年游客滑雪，专门设立

了儿童滑雪场，并开设了4条初级雪道、2条雪

圈道，架设 2 条魔毯，配备了 300 平方米的接

待大厅和 1个容纳 500辆车的免费停车场，确

保消费者能够畅享滑雪乐趣。

近年来，依托乌鲁木齐周围丰富的冰雪

资源，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接触冰雪运动。

“我们的团队已有 150名专业教练，能让孩子

们在学习滑雪运动时得到专业指导，并且我

们也会组织不同的比赛，充分激励孩子们的

运动热情。”许秀娟说。

滑雪、溜雪圈、滑爬犁……在天山托木尔

景区·塔村的天山托峰滑雪场内，人头攒动，

五颜六色的滑雪服填满了纯白的雪场。“市区

没有雪，但能在这里享受到刺激的滑雪运动，

感觉也很不错。”住在阿克苏市的田先生说。

天山托峰滑雪场总面积达260亩，设有高

级、中级和初级 3条雪道，满足不同水平的滑

雪游客。为了丰富游客的冰雪体验，新疆阿

克苏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和游客需求，引进了

雪地船、冰上保龄球、冰上卡丁车等新项目，

开展了赛马、叼羊、斗鸡等民俗娱乐项目，并

且举办了美食大赛，将七县两市的美食汇聚

塔村，为游客带来一场饕餮盛宴。

天眼查数据显示，新疆现有冰雪产业相关

企业 440余家，44.2%的企业成立于 1~5年内。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副处长贾蕊介绍，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冰雪场地

188家，实现冰雪场地14个地州市全覆盖，各大

雪场均配备了缆车等滑雪装置，基础设施先进，

商业配套服务齐全，体验项目也丰富多样。

“冰雪+”让游客体验更丰富

“借助这几天的活动，15间房都订满了。”

新疆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猫窝客栈

负责人秦高军说，他的客栈就在丝绸之路滑雪

场周边，“游客除了体验滑雪，还可以到楼下的

珐琅手工制作、画室等体验店享受休闲时光。”

进入去年12月以来，随着“第二十一届乌

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新疆热雪节遛

娃大会”等活动的举办，乌鲁木齐丝绸之路滑

雪场热闹非凡，周边的民宿也被抢订一空。

在距离丝绸之路滑雪场两公里外的南山

徕野民宿门口，左边一顶帐篷外支着火盆，架

着铁锅炖着汤，三两好友围坐火盆边，惬意享

受着正午的阳光；右边一个烧烤架，十几串烤

肉发出冒油声，烤馕也在温度和调料的烘焙

下散发出诱人香味。

“民宿距离周边 4家滑雪场都很近，游客

除了能滑雪外，还可以体验晒着阳光、吃着

肉、赏着雪景、围炉煮茶的慢生活。”民宿负责

人钱城介绍说。

“冰雪+景区”“冰雪+乡村”“冰雪+民宿”

等新业态的成长，丰富了游客的冬日体验。

在乌鲁木齐县闲来小镇内，有一处占地 6000

平方米的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不少游客在

体验了滑雪后，前来参观鲨鱼、水母、大海龟

等海洋生物，并欣赏美人鱼表演。

“新疆离海最远，能在冬日里看到海洋生物

更是新奇，所以在入冬后，客流量增加了不少，

特别是一些互动表演，更是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聚集了不少人气。”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负责人

颜婷薇说。不仅如此，闲来小镇内的宽窄巷子

美食街区、时光隧道等项目均已对外开放。

前不久，2023 新疆热雪节热雪系列赛在

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

区拉开帷幕，设有单板坡面障碍技巧比赛、

FWT 自由式滑雪世界巡回赛、2023-2024 吉

林·国际高山单板滑雪挑战赛分站赛等赛事，

以“冰雪+体育”点燃新疆冬季旅游。2023年

12 月至 2024 年 4 月期间，新疆还将举办各项

冬季文化旅游活动1000余项。

冰雪带动产业振兴

“驼绒围巾摸起来真的很舒服，特别适合

老人戴着抵御风寒。”在第十七届新疆冬季旅

游产业交易博览会现场，游客马林在阿勒泰展

区前看中了一款驼绒围巾，他准备买给家人。

阿勒泰展区展示的驼绒产品来自新疆哈

巴河县雅居床服有限责任公司，据该公司销

售总经理张德立介绍，因为阿勒泰地区的驼

绒长度在10公分左右，具有良好的保暖、吸汗

功能，因此制作的产品特别暖和，特别是滑雪

服，深受广大雪友的喜爱。“今年最大一笔订

单就有3000多万元。”

除了展区展示的驼绒产品外，在冬博会

开幕式上，新疆哈巴河县雅居床服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玉梅带着旗下驼绒冰雪装备品

牌“阿尔泰雪狼”的40款新品亮相，“接下来订

单肯定会更多。”

冰雪资源为新疆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带来

商机，更为不少乡村打开了致富路。

走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内，

度假区内一条条纯白的雪道倾泻而下，路边

各具特色的民宿中摆放着各种雪板、雪圈。

“我们就是租了当地人的一处院子，改造

成了民宿。”钱城说，“开业至今已累计有30多

万元的收入。”钱城原本做家居软装工作，一

次和朋友到南山来玩后，她被这里的环境吸

引，很快租到了合适的小院，经过打造去年 6

月正式开业。

据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党支部

书记李桂琴介绍，近两年，该村大力发展农家

乐、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业态，现有 55家民宿，

全村307户674人，有180人吃上了“旅游饭”，

全村70%的收入来自冬季冰雪旅游，带动了周

边农牧民就业。

1月 4日，山东枣庄，一家乐器制造企
业的技术工人在生产吉他产品。新年伊
始，山东省枣庄市企业开足马力赶制新年
订单，争创首季“开门红”。

吉喆 摄/中新社

采用新兴技术的光伏电站投运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前不久，由中国华能牵头建设的全

球最大商用尺寸兆瓦级钙钛矿组件光伏示范项目——中国华

能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共和塔拉滩 30 万千瓦光伏建设

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示范项目的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钙钛

矿光伏电池技术商业化应用取得了重要进展。

据介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兴的光伏技术，与传统

晶硅太阳能电池比较，具有转换效率高、产业链相对简单、能耗

低、原材料用料少、使用成本低等优势。全球最大商用尺寸兆瓦

级钙钛矿组件光伏示范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平均上网电量

57428.7 万千瓦时，可节约标煤 19.2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47.32万吨。华能青海分公司联合华能清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昆

山协鑫光电以及众多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高校，在青藏高原开展

高海拔、强紫外线条件下钙钛矿光伏组件示范。

页岩气领域一行业标准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黄慧 费成俊）日前从国家能源

行业页岩气标准技术委员会传出消息，由江汉油田工程院主

要承担的能源行业标准《页岩气 排采工艺技术规范 第 2 部

分：柱塞排采》获得国家能源局批准发布公告，定于 2024年开

展标准宣贯和实施工作。

目前，柱塞排采技术已成国内页岩气示范区的主体工

艺，但随着现场应用的扩大，该技术从选井、设计、施工到运

行制度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指导标准，造成该技术应用过程

中经验无法相互借鉴，通用性较差，工艺效果参差不齐。为

解决该技术应用与标准缺失间的矛盾，2022 年，由江汉油田

工程院牵头，联合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 6 家二级研究、生产

单位，和西南石油大学联合开展《页岩气 排采工艺技术规

范 第 2 部分：柱塞排采》的能源行业标准制定工作。该标准

编制从前期调研到最终获批，历时近两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