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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公众号

双千亿产业集群赋能 低空产业驭风而起拓新域

丰台区低空技术企业突破200家

暖心护航中考 助力学子逐梦路

本报讯（记者 蒲长廷）在中关村

丰台园的中船海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航空展厅内，低空空中交通管理

服务平台的屏幕正实时刷新着珠海空

域的数据流——这片 3000 米以下的

立体空间，已成为丰台区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空中试验田”。

近日，记者从中关村丰台园了解

到，丰台区依托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两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已集聚200余家

低空技术核心企业。此外，通过“赛

马”“揭榜挂帅”机制，挂牌4个区级低

空空域智能管控重点实验室，其中中

国通号、交控科技的实验室纳入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体系。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

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北京市发布

行动方案擘画发展蓝图，丰台区以“创

新为翼、生态为基、场景为桥”的发展

路径，在低空技术产业新赛道上加速

奔跑，书写着一篇产业创新与城市发

展同频共振的时代答卷。

打造低空经济示范区
构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

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

全国低空经济发展吹响号角。丰台区

敏锐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依托首都区

位优势与产业积淀，率先在北京市提

出打造低空技术产业发展示范区，将

区域发展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大局。

走进位于中关村丰台园的交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低空空域智能管控实

验室，朱雀综合管服平台的三维可视化

界面上，天津七里海湿地的无人机巡

检轨迹正清晰呈现。这是一家轨道交

通信号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自主研发

的低空管控系统作为国内首个通过

AL3级安全评估的平台，已在湖北武

汉地铁保护区、香港实现智能监测应

用。丰台区依托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已集聚200余家

低空技术核心企业，形成从无人机研

制、通导遥装备到信号控制的完整产业

链，其中航天十一院民用长航时固定翼

无人机保有量居全国首位，彩虹系列无

人机技术达到国内顶尖水平。

蔚蓝空间飞行器有限公司的实

验室里，“云帆-1”平流层太阳能无人

机模型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家

由航天央企团队创立的企业，其“实

用化平流层太阳能无人机系统”项目

斩获工业和信息化部创新创业大赛

最高奖，大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已完成关键技术突破。“丰台

区汇聚航天一院、北航等顶尖科研力

量，拥有通号轨道交通运行控制系统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兵器国家无人机

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平台。”丰台

区科信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中船海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为

例，公司连续多年将10%左右的主营

业务收入投入自筹研发，累计获得129

项国家专利授权。打造低空管控领域

领先优势，丰台区通过“赛马”“揭榜挂

帅”机制，挂牌4个区级低空空域智能

管控重点实验室，其中中国通号、交控

科技的实验室纳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体系。中船海丰聚焦“低空+海洋”场

景，其航空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已在安

徽、山东等地落地，同时参与国家东南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鸢飞科技开

发的“全飞云”综合业务平台已在辽

宁、广东深圳龙华区等地部署。

（下转 03 版）

●依托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已集聚

200余家低空技术核心企业

●形成从无人机研制、通导遥装备到信号控制的完整产业链
●航天十一院民用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保有量居全国首位

6月24日至25日，2025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举行。丰台区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用细致服务为学子筑梦。教育、公安、卫健等

20个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统筹考务、交通、医疗等保障，各街道也纷纷推出暖心举措。 （详见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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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村长”入村记

永定合声

在首都北京向南眺望，丰台如同一块镶嵌在城

市化浪潮中的“三农试验田”：306平方公里的广袤土

地上，涉农街镇占比超过八成，农村集体土地面积绵

延四成。丰台“城乡犬牙交错”的空间特点和“大城

市小农业”的产业特征，既折射出超大城市破局城乡

融合发展的治理命题，更考验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的智慧。

如果把乡村振兴比喻成巨轮破浪，那人才就是扬

帆远航的东风。丰台紧握党建引领的“导航仪”，通过

党建协调委员会推动驻区金融、科研、政法机构和人

才耦合联动，创新打造“金融、科技、法治”三个副村长

基层治理机制，构建起“红色纽带+专业服务”的振兴

引擎，将专业人才“播种”到丰台大地，让金融“活水”

畅流田间、科技新苗扎根土地、法治阳光照亮村落。

“金融副村长”牵起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金

融红丝线”。70名金融骨干选聘担任“金融副村长”，

既当政策宣传的“小喇叭”，又做产业振兴的“钱管

家”。他们入村整理账本清单，把复杂的金融政策翻

译成“田坎白话”，手把手教村民算好“致富账”。量

身定制 80亿“整村授信”额度，让沉睡资产变流动资

本，2000 万元设施农业贷款催生了科技大棚林立，

“浓情驿站”超过 450万元的养老助残服务温暖了夕

阳红。开设的 70余场田间“金融小课堂”，用真实案

例编织防诈“防护网”，牢牢守好乡亲们的“钱袋子”。

“科技副村长”架起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产

学研鹊桥”。13名专家教授选聘担任“科技副村长”，

把实验室搬到“庄稼地”。他们像勤劳的“科技蜜

蜂”，瞄准智慧农业、医药健康、低空技术等新领域、

新赛道，在 12个试点村传授科技赋能产业振兴的致

富“真经”，让土地里长出“科技苗”，把电商直播间开

进蔬菜大棚，给传统农事插上科技翅膀，为传统水产

发展装上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动机”，在丰台大地书

写“智芯点沃土、黄土变黄金”的现代传奇。

“法治副村长”织密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法

治防护网”。56名政法精英选聘担任“法治副村长”，

是村民随叫随到的“法律贴心人”。他们用“乡音土

话”解读法条，把晦涩的法律文书变成“农家故事

会”，推动信访矛盾纠纷化解。组建“法治合作社”，

整合基层法治力量，打造家门口的“法律便利店”。

妙笔修订村规民约，让乡约民俗焕发法治新韵，用

“枫桥经验”的金钥匙打开基层善治之门。当乡亲们

竖起大拇指说“有‘法副’在，心里踏实”，正是党建引

领乡村法治建设的生动注脚。

丰台以党建为笔、人才为墨，在乡村振兴的画卷

上挥毫泼彩，绘就了“三个副村长”联动的创新图景。

当党建的红色基因融入乡村肌理，乡村振兴便有了

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这不仅是首都乡村振兴的生

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鲜活范本。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记者 侠克）
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宛平城东侧不远处，

有一座烈士墓，这里长眠着抗日战争中为

国捐躯的第一位师长——赵登禹。80 多

年前，为抵御日军侵略，他奋勇杀敌，壮烈

牺牲。

生于1898年的赵登禹，1914年加入冯玉

祥的部队，转战各省。

1933年 3月 11日夜，赵登禹带伤率领将

士，翻山越岭，在火力掩护下突袭日军。将

士们抽出红缨大刀英勇杀敌，摧毁敌炮 18

门，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自此，“大刀队”名

震天下。

远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深受鼓舞，1937

年，他以大刀队的事迹为原型谱写了著名的

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

头上砍去”唱遍了全国，成为振奋民族精神、

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

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北平、天津以及邻

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犯。赵登禹率部顽强

抵抗，守卫北平城外的南苑。在日军炮火和

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赵登禹部损失惨重，但

仍誓死坚守阵地。

1937年 7月 28日，在南苑阵地失守后，

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132师师长的赵登禹

奉命带领部队后撤，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

烈殉国，年仅39岁。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第29

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

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

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各地都

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

抗战胜利后，赵登禹被追认为陆军上

将，其遗骨重新安葬在卢沟桥畔。而后，北

平市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通县（今北

京通州）古运河西岸的东大街更名为赵登禹

大街，以彰忠烈。

（下转 04 版）

“大刀将军”赵登禹：天地正气铸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