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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8日 星期一阿拉善

国内最长支支航线——阿拉善盟首条“支支通”
航线成功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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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无人机开展河湖巡查工作通过无人机开展河湖巡查工作，，
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西北，是内蒙古自治区面积最大
的民族边境地区，具备发展低空经济的地域和净空优势。

从地域和净空优势看，阿拉善盟国土面积27万平方
公里，地广人稀、气候干燥、空气质量优良，具有纬度低、海
拔高、地势平坦、视野开阔等优势条件，为低空飞行器提供
了安全的飞行环境。作为全国第一个通勤机场试点地区，
全盟3个机场是国内拥有颁证民用机场最多的地级行政
区，可为发展低空经济提供基础设施有力支撑。

阿拉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而独特，拥有A级景区31
家，其中 5A级景区 1家、4A级景区 12家，贺兰神韵、胡
杨秋色、大漠奇观、居延文化、丝路文明等共同构成了

“苍天般的阿拉善”，发展“低空＋全域旅游”大有作为。
阿拉善盟风光资源丰富，属国家 I类区域，正在聚力

建设亿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加快培育发展的特种
钢、高品质镁合金、石墨烯等新材料产业，为航空制造提
供了良好的能源和配套原材料供应。

阿拉善盟承担着维护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和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要职责。近年来，为了改善生
态环境，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空气更洁净，阿拉善
通过保护、飞播、封育、造林等举措，地区生态环境有效
改善。截至2023年底，阿拉善全盟累计完成荒漠化治理
任务 9242.12 万亩，全盟草原面积达 13552.05 万亩；森

林资源面积达 3012.05万亩，通过多年防沙治沙的综合
治理，森林覆盖率由建盟初期的2.96%提高至8.37%，草
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15%提高至23.18%，重点区域实现
了“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多年飞播林草治沙，阿拉善开创了在年降水量
200毫米以下地区飞播造林的先例。截至2023年底，全
盟累计飞播造林总面积达705万亩。在腾格里沙漠东、
南缘和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形成了两条总长460公里，
宽 3到 20公里的大型防沙、阻沙“锁边”防护林草带，有
效遏制了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前移扩展危害，
形成了“绿带锁黄龙、沙漠披绿装”的壮丽景观，确保了
黄河、贺兰山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乃至华北平原生态
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

从军民融合角度来看，阿拉善盟驻军单位多，是国
内同级地方驻军兵种最全、级别最高、驻军人数最多的
地区之一，承担着国防科技试验基地建设和守边固防的
重要职责，有两大基地和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
院，适合发展无人机后勤物流、无人机巡逻、低空网络通
讯等产业，为低空军事技术和国防安全提供保障需求。

这些独具的地域和净空优势，为阿拉善加快推进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阿拉善发展低空经济
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为了加快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展
望未来，阿拉善盟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推
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新篇章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2024—2027 年）的通知》要求，积极布
局低空经济产业新赛道，推动构建创新发展、
多元发展、服务边疆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培
育打造国家级低空飞行器测试基地、无人机
适航试飞基地、通航专业人才培育培训基地、
低空旅游集聚区。

完善基础设施。以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
升级支线机场获批建设为契机，提升三旗机场
服务保障能力，规划建设 5个通用机场，布局
100个覆盖工业园区、景区、苏木（镇）等重点人
口聚集区的临时起降场（点），开通2至 3条周
边盟（市）机场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形成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低空基础设施。

增强产业集聚效应。依托军民融合优
势，打造阿拉善左旗通用航空产业园，推进额
济纳旗桃来机场无人机实训基地和阿拉善右
旗通航研学训练基地建设，支持阿拉善高新
区引进低空制造企业落地，在阿拉善左旗英
雄会场、额济纳旗胡杨林和阿拉善右旗巴丹
吉林沙漠等景区打造低空旅游集聚区，大力
发展低空物流配送，基本形成全盟低空经济
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科学精准划设
低空空域，建立军民协同、灵活转换、无缝衔
接的低空空域使用模式。加强“军地民”协
同，探索开展低空空域分类划设、飞行活动监
管等工作，满足各类飞行服务保障需求，加强
飞行安全监管。

提升创新服务能力。鼓励企业联合院校
和科研机构联合建设低空经济创新平台，共同
开展研发、测试、验证等一体化科研与应用。
培育引进低空经济产业科技型企业，支持初创
企业开展低空经济科研活动，推进形成符合盟
情实际的低空经济发展服务新模式。

强化统筹协调，拓展场景应用，推进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阿拉善盟积极探索
低空经济发展政策措施，成立推动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制定《阿拉善盟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
协调推进重大事项，强化督办落实。并主动
争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推进建立军地
民三方参与的低空空域管理协调机制，争取
将阿拉善盟作为西部地区低空空域改革试
点。强化政策资金支持，探索建立奖补机制，
加强低空经济人才引进和培育。

拓展多场景“低空＋”应用模式。阿拉善
盟将围绕公共服务类、生产作业类、消费服务类
3大领域，打造拓展10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在低空＋应急救援、国土测绘、社会治理、巡查
巡边、军民融合等领域，推动技术应用，加快响
应速度，提升管理效率，赋能基层治理，构建空
地一体、布局合理、协同高效的低空应用体系。
在低空＋工业、农牧林水、智慧物流领域，培育
发展碳纤维复合材料、轻质合金、超高强度钢材
和高性能电池等新材料产业，拓展应用场景，满
足生产生活需求。在低空＋全域旅游、交通领
域，推动构建“大旅游”格局，逐步开通10余条
航空旅游线路，拓展低空游览、滑翔飞行、航模
会展等低空文旅产品，打造阿拉善低空旅游集
聚区。新增“支支通”航线和航点，发展空中通
勤、城际飞行等城市空中交通新业态，进一步满
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航空出行需求。

“低空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是拉动有效投
资、创造消费需求和提升创新能级的新领域
新赛道。阿拉善盟将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
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新篇章的意见》精神，锚定办好两件大事和

‘闯新路、进中游’目标，抢抓发展先机，加快
打造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切实维护
边疆稳定和巩固国防安全，为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再添腾飞动力。”阿拉善盟发展改
革委主任姜庆继表示。

“开机，起飞，巡护！”随着一阵嗡鸣声响起，一架无
人机在黄河乌斯太段岸边腾飞而起，不一会儿便完成了
巡河任务。巡查中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就同步传送
到巡查人员手中。

为提升河道管护能力，创新推行智慧巡河新模式，
近日，阿拉善高新区河长办使用无人机对黄河乌斯太段
进行“空中巡河”，开启了智慧巡河工作模式，实现了陆
地、天空立体化水域巡查。

“过去的传统人工巡河存在效率低、盲区大、耗时长
以及问题发现不全、溯源能力弱等问题，此次借助无人
机开展巡河工作高效又便捷，不仅缩短了巡查时间，而
且还可以高精度、多角度拍照，准确发现问题，及时处
置，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能。”阿拉善高新区河长办工作
人员包鹏说。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今年，阿拉善盟坚持着眼全局谋改革、找准改革发
力点和突破口，充分发挥地域和净空优势，谋划布局低
空经济产业，培育打造国家级低空飞行器测试基地、无
人机适航试飞基地、通航专业人才培育培训基地和低空
旅游集聚区，加快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动力伞飞行、低空跳伞、热气球观光、直升机游览
……今年十一国庆期间，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借助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
自然遗产名录这一契机，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启
动了“巴丹秘境——从空中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
旅”文旅活动，不仅为游客带来了难忘的体验，也为旅游
产业带来新机遇。活动期间，在阿拉善越野e族会场、巴
丹湖、庙海子开展低空飞行观光共计103架次，飞行观光
超过1600公里，观光线路串联巴丹吉林沙漠15个湖泊，
开展高空跳伞12人次，项目吸引1200人次参与。

“为发展‘低空+全域旅游’经济，我们公司提出近
期、中期、远期应用场景规划，继续深化与国内知名航空
企业的合作，共同谋划建设阿拉善低空旅游基地及航空
乐园。”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秦兵说：“我们将结合‘北疆文化+低空旅游’的理念，拓
展航空教育培训、航空科普等领域，打造特色‘航空+研
学’主题活动，开发‘大沙漠’低空旅游线路，打造‘环阿
拉善’高端低空旅游产品，不断丰富航空文创产品种类，
全力推进‘航空+文旅+体育’的融合发展模式。”

为加强‘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世界自然遗
产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的管理，阿拉善右旗自然保护地
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将无人机应用于自然保护地巡护
工作中，购买两架无人机，应用于日常自然保护地巡护、疑
似图斑核查、沙漠湖泊变化记录、野生动植物救助工作以
及识别和追踪野生动物。“通过无人机的应用，使得自然保
护地的巡护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和精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阿拉善右旗自然保护

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主任刘维斌说。
今年 7月 2日，国内最长支支航线——阿拉善盟首

条“支支通”航线成功首航，为阿拉善立体交通网建设再
绘亮丽“空中廊道”。“这条由华夏航空执飞的阿拉善左
旗经停包头至呼伦贝尔往返航线，将阿拉善左旗通往包
头的行程缩短至1小时，将阿拉善左旗通往呼伦贝尔海
拉尔的行程缩短至4小时，真正实现了让进出阿拉善的
居民及游客少绕路、少费时、少花钱。”阿拉善民航机场
公司总经理王俊说。

凭借阿拉善得天独厚、独具特色的沙漠文化旅游资
源和打造“苍天般的阿拉善”全域旅游文化品牌为契机，
阿拉善实施了“航空+旅游”发展模式，推动航空与旅游
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于2013年分别在阿拉善左旗、阿拉
善右旗、额济纳旗的3个通勤机场同时开航，圆了阿拉善
各族人民在家门口就能坐飞机出行的梦想。今年，阿拉
善盟首条“支支通”航线的开通，填补了阿拉善机场支支
航线的空白，极大满足了阿拉善群众对美好出行的新需
求，不仅促进阿拉善与区内其他城市互联互通，还进一
步促进了全盟经济的发展。

前不久，一架机身喷涂“森林草原防火”的K—32型
直升机升空飞往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航空巡护
作业，开启了今年阿拉善盟森林草原秋季航空巡护作业。

据了解，阿拉善盟今年的秋季航空飞行巡护期自 9
月 15开始至 11月 5日结束，计划秋季开展森林草原航
空巡护作业约 25架次、50小时。同时根据全盟秋季森
林草原防火需求，继续组织开展日常巡护观察应急转场
训练等工作。

“目前，低空经济在我盟林草领域已有较好的应用，
我盟林草作业具有地域广阔、交通不便、工作难度大的
特点，通过无人机和直升机在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巡
护、飞播造林种草、生态修复成效监测、禁牧休牧巡护、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应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准度，
降低了工作强度和工作成本，为林草资源的精准监测和
高效管护，提供了更加科学、精准的数据。”阿拉善盟林
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图布新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逐步完善，进一步探索
和加强低空经济与林草行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

如今，阿拉善创新推行智慧无人机广泛使用于各行
各业，持续提升基层生产生活和治理能力。针对全盟国
家级公益林面积达 2584.43万亩管护难的实际，该盟通
过采用地面检查和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巡林，持续提升了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力度，有效
保护了林区的生态环境；针对阿拉善盟有河流588条、湖
泊87个，河湖巡查管护任务繁重的实际，该盟通过采用
无人机开展河湖巡查工作，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
板，确保了对河湖健康状况的全面掌握；智慧无人机还
在农业生产喷洒农药和飞播治沙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着力培育低空经济 奋力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

巴丹吉林沙漠中的热气球观光受到游客青睐。

十一期间的低空飞行观光让外地游客大饱眼福。

游客在巴丹吉林沙漠体验高空跳伞。

竞跑低空经济新赛道竞跑低空经济新赛道 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打造产业发展新引擎
□□刘刘宏章宏章 张彧张彧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阿拉善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
谆谆嘱托，聚力办好两件大事，充分发挥地域空域优势，谋划布局低空经济产业，拓展“低空＋多元化”应用场景，培育打造国家级低空飞行
器测试基地、无人机适航试飞基地、通航专业人才培育培训基地和低空旅游集聚区，加快推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域净空优势显著 发展低空经济大有可为

巴丹吉林沙漠启动巴丹吉林沙漠启动““巴丹秘境巴丹秘境———从空中—从空中
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旅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旅””文旅活动文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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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