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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西部 绿色发展“通航+”业态成为新疆产业发展新优势

云南大理

疑是仙葩落人间
■图文/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中部偏
西，东临楚雄州，南靠普洱市、临沧市，西
与保山市、怒江州相连，北接丽江市。州
府驻地大理市下关，距昆明市 331 千
米。自治州国土总面积29459平方千米，
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3.4％，坝区面积
占6.6％。东西最大横距320多千米，南
北最大纵距270多千米。

全州辖大理市、漾濞彝族自治县、祥
云县、宾川县、弥渡县、南涧彝族自治县、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平县、云龙县、洱
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共1市11县，112个
乡镇（街道），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
是闻名于世的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
2023年末，全州常住人口334.2万人。

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白族、彝族等
少数民族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公元前
211年，大理地区就纳入了秦王朝统一的
封建国家，唐、宋时期分别出现了“南诏
国”和“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相继延续
500多年。

理，治也，“大理”意思即大治理。在
从公元 902 年到公元 937 年南诏灭亡后
的30多年间，洱海地区出现了三个短命
王朝。大理国的开国国君段思平建立政
权后，实行新政，改革旧治，推行礼治，便
取国号为“大理”，意思是大大调理各方
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理曾有着
显赫的地位和作用。大理古城、巍山古
城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以白族先民为主的大理各民族，不
仅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本土
文化，并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主动汲取、
接受中原文化的长期熏陶，进而形成了
白族博大包容的和谐文化，被西方学者
誉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多元
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典范”。

大理有白族扎染技艺、白族绕三灵、
彝族打歌、南涧“彝族跳菜”、白剧、耳子
歌、剑川白曲、白族吹吹腔、大本曲、建筑

彩绘（白族民居彩绘）、黑茶制作技艺（下
关沱茶制作技艺）、大理三月街等多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扎染为白族的传统工艺，历史相当
悠久。用蜡刀将蜡涂于土布之上，旋即
用棉布在土布的不同部分捆扎，随后入
染料浸染。晾干之后，去掉捆扎的棉布，
土布之上就会留有图案各异的扎痕。由
于棉布捆扎部位不同会造成不同的图
案，因此扎染手法多样，变幻无穷。由扎
染土布制作的产品非常丰富，如：桌巾、
门帘、服装、民族包、帽子等等。

剑川木雕做工精细，造型多样，形象
生动、美观，质地坚硬柔韧，可谓是集明
清各式木雕之精华。

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
初一，白族老人认为当天在石宝山上舒
展歌喉能够得到吉祥与安康，因此，节日
当天，周边白族群众多会由四面八方汇
聚于大理剑川的石宝山，唱调对歌，观光
游览。

风光秀丽 旅游胜地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州风景名胜

旅游点区达130多处，佛教圣地鸡足山、
道教名山巍宝山、石窟瑰宝石宝山和高
原明珠洱海，苍山洱海是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苍山自然与南诏文化遗存”是国
家自然文化双遗产。自治州首府大理
是第一批国家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国家地质
公园、中国十佳旅游休闲城市、中国最
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等桂冠于一身。大
理古城简称叶榆，又称紫城，是古南诏
国旧址，始建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城内保存有大量的清、民国时期的民居
及武庙、文庙、杜文秀帅府、五华楼、蒋
公祠、坐客白家、龙泉巷等古建筑。大
理古城现已成为大理旅游发展的核心
景点。

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背靠着大理苍
山龙泉峰，面对洱海，南接大理最高学府
大理大学，北连“千年古街”大理三月街，
被白鹤溪和梅溪环绕其间，东距大理古
城 1.5 千米，占地面积 274 亩，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整个景区由大理国、辽国、

西夏国、女真族部落四个国家组成。于
2002 年为拍摄央视版 40 集电视连续剧

《天龙八部》而专门投资兴建，它按照“大
理特点、宋代特色、艺术要求”三结合的
原则，参照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的风
格进行规划和设计。景区主要景点有大
理国城门、皇宫、镇南王府、大理街、大小
辽街、西夏王宫、珍珑棋局等。

资源丰富 潜力巨大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金
属矿产20种，非金属矿产25种，金宝山
铂钯矿是全国第二大矿，大理石最负盛
名，已探明贮量达 1.6 亿立方米。有丰
富的能源资源，可供开发的水电装机容
量达 1000 万千瓦，生物多样性使大理
成为著名的核桃之乡、梅果之乡、乳牛
之乡。

大理雪梨主要出产在洱海东岸的海
东乡一带，故传统上称为海东雪梨。海
东区域内栽培雪梨树已有1000多年的历
史。熟透的雪梨皮薄、肉质雪白细嫩，汁
多香甜，咀嚼不留渣滓，含有丰富的苹果
酸、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b、维生素c

等多种营养成分；有生津止渴、润肺消咳
之功效。 现今，海东雪梨在栽培数量、
质量上得到较大发展，年平均产量达60
多万斤，最高年产量可达150万斤，已成
为海东乡一项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雕梅是白族传统名特食品。据史
书记载，远在唐代南诏时期，就有探亲
访友相互馈赠雕梅的风俗。雕梅因在
青梅果上雕刻花纹而得名。雕梅既是
大理地区的一种美食，又是精心雕琢的
手工艺品。洱源县素有“梅子之乡”的
美誉，当地白族姑娘大都从小就学制作
雕梅，因此这项手艺往往成为衡量一个
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文人墨客
也以雕梅为题写诗助兴，如有一首赞誉
雕梅的诗赞道：“小小青梅上指尖，巧手
翻作玉菊兰；蜜糖浸渍味鲜美，疑是仙
葩落人间。”

交通便利 区位优越

州府所在地大理市，是滇缅公路、滇
藏公路交会地，秦、汉之际，大理是“蜀
道”（从四川成都，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
缅甸，再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这条通
道，对促进大理地区和内地的联系、促进
中国和东南亚诸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
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为云南省规划
建设的滇西中心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和
滇西物流中心，初步形成了铁路、高等级
公路、航空结合，城乡连通，辐射周边的
立体交通网，北可进川藏和印度，南可通
往老挝、越南等国家。

大理凤仪机场位于大理市凤仪镇
和海东乡交界处，距离大理市区 12 千
米。机场有发往昆明、西双版纳、腾冲、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航班。大理至
昆明，每日都有航班，航行时间约为 40
分钟；大理至西双版纳，每日均有航班，
航行时间约为50分钟。大理至广州，每
周一、二、四、六各有一个航班，起飞时
间为中午 12∶40，航程约 3 小时，经停昆
明。大理至北京，每日都有航班，经停昆
明，总航程约5个小时。

■文/佟明彪

新疆广阔的空域、独特的地理和区位优势，
为发展低空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低空
经济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
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当地正通过向天空寻发展，向低空要效益，
在不同的高度，寻找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将低空
资源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

前不久，新疆喀什古城启动低空游览项目，
这是一个全新的旅游项目，游客乘坐直升机可
以俯瞰古城全貌，以空中移动视角感受古城的
魅力。

乘坐直升机观光草原和雪山、快递小哥由
“骑手”变“飞手”，投递物品一键到达……传统
的通航从“农业生产、飞播造林”等工农业向“空
中游览、无人机快递”等领域拓展，更多通航新
场景在新疆涌现，低空经济正蓄势高飞。

把“路”修到高空

2023 年7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论坛上，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新疆
机场集团与江苏亚捷航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
作，共同在乌鲁木齐市成立新疆天缘通用航空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着力构建“立足新疆、辐
射全国、联通中亚”的“1小时航空经济圈”，创新
发展“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联合运行模
式，以此带动新疆全域低空经济发展。

低空经济是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
空器执行各类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并带动相
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而新疆广
阔的空域、独特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为发展低空
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目前，新疆已经成为全国通用航空发展较
快、机队规模及机场数量相对较大的省（区）。
建成并取证的A1类通用机场有2个，在用B类
通用机场11个，在用直升机场4个。根据规划，
到2030年，全疆建成A2级以上通用机场累计达
89个，密度达到每10万平方公里5.4个；到2035
年，全疆建成A2级以上通用机场累计达98个，
密度达到每10万平方公里5.9个，全疆99%的县
级行政单元，能够在直线距离50公里范围内享
受到通用航空服务。

乌尔禾百口泉机场是新疆第一家建成投运
的A1级通用机场，运营以来除了开展几条短途

运输外，还实施低空观光旅游、应急救援保障、
无人机试飞测验等通航业务。

在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唐
赫看来，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以及

“旅游兴疆”战略，使得新兴的“通航+”业态有
着很大的优势。

低空+推动旅游升级

“虽然价格不低，但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角
度，喀什古城的美尽收眼底，这种体验真是不一
般。”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军说。

笔者了解到，低空游览喀什古城项目一推
出就受到游客的热捧。

喀什城投集团副总经理陈宇谷表示，今后
将不断完善和发展喀什古城低空游览项目，为
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精彩的观光
体验。

同样，在此前克拉玛依市举办的2024“荒野
之旅 探秘新疆”新疆特种旅游节上，特种旅游装
备展上的EH216-S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吸引了
众多游客，通过电脑系统设定好飞行路线，乘坐
无人驾驶航空器俯瞰壮丽美景，给游客带来了新
的体验。据了解，这款航空器已经在新疆那拉提
景区投入使用，未来也将投放到新疆其他景区。

新疆特殊的地形地貌，让游客难以双脚到
达，而直升机的应用，让新疆的旅游体验有了新
的打开方式。

新疆航空产业（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毕晓
东表示，低空经济正加快重塑旅游产业链条和
相关环节，推动旅游场景推陈出新，也加速推动
旅游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目前，新疆有 20 家低空旅游景区、2 个营
地、15家可开展空中游览的企业、14种不同类
型的低空游飞行器、30个发展低空旅游的县市，
低空旅游线路16条。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低
空旅游将成为新业态。

塔城地区鹿角湾景区引进新疆苍穹通用航
空有限公司、新疆阿拉尔市翼军飞行俱乐部有
限公司以来，热气球、动力滑翔伞等低空飞行项
目极大地丰富了景区旅游业态。从传统的地面
观光拓展到空中观光、空中运动等领域，使景区
的旅游产品更加多元化，提升了游客的停留时
间和消费意愿，也推动文旅产业升级。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
发处副处长周皓介绍，截至目前，新疆独特的旅

游资源，吸引了中通航翔湖南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四川省中蓝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北
直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疆内外通用
航空公司，在天山神秘大峡谷、福海县乌伦古湖
海上魔鬼城、赛里木湖、温泉县鄂托克赛尔天泉
等景区已开展多种低空旅游项目。新疆各地也
在围绕游客消费升级，出台扶持低空旅游相关
政策，打造空中游览观光产品，开发城市、著名
景区和自然奇观的空中观光旅游线路，推进低
空旅游基地、飞行营地建设，吸引低空游相关企
业入驻。

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低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不但直接服务于农业、
工业、服务业，其生产制造和创新应用还能带动
新材料、金融、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
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职业、新动能，潜力无限，未
来可期。

事实上，无人机技术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
引擎，正引领着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喀什
地区，无人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精准高效的
农业植保、迅速响应的应急救援、便捷灵活的物
流配送以及细致入微的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

4月21日，新疆天缘通用航空首航和航空
产业（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成立，为新疆带来
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研究院以低空领域应用
场景为核心竞争力，以应用场景创新为牵引，带
动新疆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目前正与
壹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新疆喆航航空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
苏天一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低空经济上下
游企业拓展合作模式。

据了解，研究院将开展课题研究，编制自治
区低空经济发展3～5年规划，确定新疆低空经
济发展目标；完成新疆民航通航机场及低空服
务站建设规划，奠定低空经济发展基础；建设低
空经济产业园，实现产业链企业和运用场景的
聚合；不断丰富无人机、有人机运用场景。

笔者了解到，接下来，新疆将加强低空旅游
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低空飞行和商业
低空旅游相结合、低空旅游和短途运输相结合、
小众高端低空旅游产品和大众低空旅游项目相
结合，出台支持政策、提供资金补贴，鼓励扶持
旅游企业推出低空旅游项目。

■文/金观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审议《进一步推动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要立
足功能定位和产业基础，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西部地区国土空间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发展条
件独特。经过数十年积累，形成了一批门类齐全、产业聚
集的老工业基地，能源电力、冶金化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
业已具备基础优势。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国
家在西部地区布局了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重庆、西安、成
都、兰州等西部城市拥有的科研力量在全国都具有影响
力。此外，西部地区生态系统多样性特征鲜明，复杂的地
理风貌和独特民族文化也是不可多得的文旅资源。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推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5年来，西部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修复取得重大成效，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开放型经济格局加快构建，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观，人民
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但也要看到，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仍存在不少短板弱
项，潜力还有待挖掘。比如，传统产业家底虽然相对较厚，
但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产品精深加工度还需提高；部分城
市科创资源富集，但成果转化还不充分；生态建设成效显
著，但生态安全屏障仍需持续筑牢；等等。

从现实状况看，曾经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利因素正
在逐渐化解。同时，多种机遇叠加，产业发展环境日益优
化。做强做大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正逢其时，要放大

“特”的优势，做足“新”的文章，绘就“绿”的画卷，形成“优”
的格局。

立足特色，升级特色。近年来，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新能
源产业发展迅速，贵州、宁夏等省区数字经济风生水起，青海、陕西
等省矿产资源精细利用，四川、重庆等省市先进制造业日益壮大
……这些地方的实践证明，做出特色才能持续放大优势。要通过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提质、增效，加快
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不断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市
场竞争力。

强化创新，融合创新。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城市，大部分地区的
短板在创新，潜力也在创新。一方面，要精耕“自留地”，创新资源
富集的西部城市，就像一个个创新支点，应通过成果转化和辐射带
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区域创新高地。另一
方面，要下活“协同棋”，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建好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守护绿色，用好绿色。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在全国生态安全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高水平保护支撑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也
揭示了发展和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到产业层面，在坚守环
保底线的同时，既要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实现产业生态
化，也要发挥绿水青山和民族民俗等优势资源，发展文化旅游等环
境友好型产业，并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生态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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