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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金沙江上最大跨径
悬索桥金东大桥正式建成通车，打
通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出川
入滇”的东向出口。紧接着，会东县
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投资推介会，
揽回投资75亿元。这意味着凉山州
南向开放进程迈出了坚实步伐，川
滇两省深度合作交流进入新时代。

“跨过金沙江到昆明，既为慕名
取经，又为开放合作，更为共赢发
展。”会东县委书记刘晓博向记者表
示。近年来，会东县推进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促进资金、技术、人
才等要素聚集，吸引了大批重大产
业项目落地，已成为攀西国家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金沙江流域
重要城市桥头堡。

由于地域相邻，会东、会理、宁
南三县人文相亲、交通相连、产业相
近，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密切。会
东合作的“长袖”不止“善舞”在昆
明。早在 5 月份，会东县与“邻居”
会理县、宁南县签署三县一体化发
展战略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三县

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政府引
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促进资本、资源、人才、技术、信
息等要素在区域内优化配置、合理
流动，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

“会东不论在资源优势、产业优
势还是城市承载、交通建设等方面，
都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条
件。”刘晓博说，随着长江经济带、乡
村振兴等一系列战略的实施，攀西
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宜攀高
速公路等建设的不断推进，三县实
施区域合作发展迎来了最好时期，
将建设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重要
增长极。

“义结金兰”后，合作区域中的
产业该如何既不雷同又能“姹紫嫣
红”？三地分析认为，要按“经济一
体化、发展特色化”思路，推动三县
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既避
免同质同构竞争，又能实现错位竞
争、差异发展。

三县迅速转变。宁南县将发挥
宁南茧丝绸比较优势，特别是“南

丝路”中国驰名商标品牌效应，加
快国家蚕桑干茧生丝公证检验实验
室建设等，全力做好桑茧丝绸蛹全
产业链综合开发，建设优质茧丝绸
产业化经营基地；会理将打造世界
石榴中心等“一中心三基地”，加
快建成金沙江畔区域中心城市。在
旅游产业方面，三县也将不断放大
会理古城旅游景区、会东乌东德库
区、宁南白鹤滩库区等品牌优势，
全力打造区域一体化旅游发展示
范区。

对会东县而言，其川滇民俗文
化与现代都市文明交互融汇，交通
上有独特优势，近可全面构建昆明、
昭通、攀枝花、西昌 3 小时经济圈；
远可有效融入成渝、川滇黔桂等区
域经济圈。

对于三县来说，随着一大批产
业特色鲜明的工业经济、现代农业、
生态旅游项目崭露头角，多点多极
支撑的基石更加牢固。三地携手，
一个重要的经济新增长极将在攀西
地区加速崛起。

优化配置资本、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

四川凉山：三县携手打造攀西增长极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在日前举行的“2018广州国
际人工智能工作交流会”上，广州
市灵鹿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芯峰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广州
科泽云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7
家企业与广州国际人工智能产业
研究院签约，落户广州南沙新
区。这是继去年 12 月份首批 18
家人工智能企业入驻广州国际人
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后，南沙新区
智能产业又一次按下“快进键”。

此次落户的企业涉及芯片设
计服务、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交通
领域、城市安全和城市治理等。
此外，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院、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在此次交流会上也分别与广州国
际 AI 研究院签约战略合作。“除
了南沙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因素
外，我们更看中的是产业环境聚
拢效益。这里正打造一个系统高
效、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全
链条服务体系，我们与其他企业
有产业链内部合作的机会。”作为
首批进驻企业，广州异构智能创
始人吴韧说。

广州南沙新区在人工智能产
业上发力并不早，但跑得足够快。
该区以 2017 年 5 月 23 日举办首
届广州人工智能圆桌会议为契
机，一年来着力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率先突破。与亚信、百
度、雅虎、科大讯飞等18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签约设立了总
规模为100亿元的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并吸引了亚信数据全
球总部、小马智行、异构智能等70余家领军企业先后落户。

在引进优秀企业的同时，南沙建成了广州国际人工智
能产业研究院、广州智能软件产业研究院、科大讯飞华南人
工智能研究院、云从人工智能视觉图像创新中心等四大产
业研发平台。同时，也集聚了中科院院士戴汝为、“百人计
划”入选者周曦等杰出人才。

广州国际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晋表
示，研究院正以人工智能母基金为引导，以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为支撑，为入驻实验室提供技术研究、产品研发、产业推
广、成果转化等服务。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科创资源聚集的优势地区，南沙打
造了一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载体。位于广东南沙自贸区庆
盛区块的广州人工智能全球示范中心主体工程已交付使
用；香江集团与微软公司联合打造的独角兽牧场加速器，已
吸引超过30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创新项目进驻孵化，并首
次在广州举办微软“创新杯”学生科技竞赛。

“南沙新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
得长足进步，向构建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迈出了坚实步伐。”南沙
区区长曾进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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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举办首届凉皮节暨旅游产品推介
会，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昆明、义
乌等地的客商。

“大武口凉皮不仅走俏西北，还
热销长三角。”来自义乌的客商李先
生对大武口的凉皮赞不绝口。

在推介会现场，“总机厂一棵树”
“三住宅凉皮”“白芨沟刘红梅”等知名
凉皮店家的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总
机厂一棵树”负责人杨清廉告诉记者：

“我们一早准备了150份凉皮带到会
场，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我们又联系了
店里再送150份凉皮来。”

小小凉皮如此受欢迎，这与大
武口凉皮多年来保持口味不变有密
不可分的关系。大武口凉皮采用黄
河水浇灌小麦磨出的高精特精粉和
当地羊角辣椒这两种优质食材，在
融合陕西、四川等地凉皮做法的基
础上，研发出独特的风味。近年来，
借助“互联网+”，大武口凉皮不仅
在银川、吴忠、乌海等地实现配送，
还在北京、上海，昆明、深圳等地开
设了大武口凉皮实体店。

大武口区委副书记李云告诉记
者：“近年来，大武口区把凉皮确定
为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加大政
策扶持和宣传推广力度。凉皮产业
规模逐步壮大、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今年 2 月份，大武口凉皮成功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集体商标，成为

大武口区的一张“特色名片”和“金
字招牌”。

据介绍，“总机厂一棵树”“三住
宅凉皮”“云菊”“白芨沟刘红梅”“东
武楼”“三栋楼”等 6 家个体注册了
商标，其中“三住宅凉皮”“总机厂一
棵树”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著名商
标。其他品牌如“东武楼”凉皮通过
淘宝网等平台创建线上门店，通过
网络打开了销售市场。

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挖掘
优质特色凉皮产业价值，打响大武
口凉皮品牌，大武口区将加快推进
凉皮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在生产、加工、宣传等方面不断发
力。目前，大武口经营凉皮的店有
300 余家，共带动就业 1000 余人，
年营业额近8000万元。

宁夏石嘴山大武口：

小 小 凉 皮 销 四 方
本报记者 许 凌

5 月 21 日，由民营企业江西冠一通
用飞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单发四座固
定翼通用飞机 GA20 首架机在南昌高新
区顺利下线；5月 31日，全国第 5家适航
审定中心在南昌揭牌；6月19日，总投资
逾16.50亿元的南昌瑶湖机场，迎来了首
次校飞……近段时间以来，江西航空产
业发展“好戏连台”。

围绕“航空产业大起来、航空研发强
起来、江西飞机飞起来、航空小镇兴起
来、航空市场旺起来”的“航空梦”，江西
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培育龙头企业，壮大
集群规模，推进航空制造研发、基础设施
建设和民航客货运输等领域发展，努力
打造千亿元规模航空产业。

航空产业添动力

目前，江西已成为全国教练机、直升
机研制生产的核心基地，是全国唯一同
时拥有旋翼机和固定翼飞机研发生产能
力的省份，也是全国民用飞机大部件制
造和转包生产的重要基地。

近年来，江西省坚持把航空产业作
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门成立航空
产业发展推进领导小组，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加快重大项目建设，举全省之力
共圆“航空梦”。一架架江西研制生产的
飞机翱翔蓝天，一次次让世界惊艳——
猎鹰 L15 高级教练机，已具备了与国际
市场高手同台竞争的能力；在世界范围
内创造多个第一的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
AC313，已获适航证并正式投向市场；武
直 10 武装直升机多次亮相国内外重大
阅兵活动。在洪都、昌飞的龙头引领下，
江西航空产业初步形成军民融合、一机
多型、系列发展、有人机与无人机协调发
展格局。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江西省航空
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740.13 亿元，比上年
增长21.7%，民航运输旅客吞吐量1415.5
万人次，增长 34.8%，航空整机制造企业
增加到 8家。江西航空制造业规模位居
全国前列，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航空
产业对江西经济的带动作用将比其他任
何产业都要大，将成为推动江西经济发展
的强劲引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江西
省工信委主任杨贵平说。

协同发展扩规模

走进景德镇吕蒙航空小镇，天空中

不时有直升机掠过头顶。项目部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航空小镇以打造“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百亿投资、千亿产值”的
产业发展平台为目标，从 2016 年底至
今，已引进落户企业 24 家，计划总投资
30.32 亿元，形成了昌飞、北通航、德利 3
家直升机整机厂齐头并进、30 多家直升
机产业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规模化产业
集群。

近年来，南昌、景德镇抓住获批国家
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的机遇，推动
航空产业大发展。以南昌航空城为平台
支撑，南昌高新区已引进航空企业项目
15 个，涵盖整机制造、通航运营、无人机
制造、航空发动机制造、航空材料制造、
机场辅助设备和航空科研等领域。南昌
高新区力争 2020 年航空产业产值达
500 亿元，为南昌成为国内知名的教练
机研发制造基地、大飞机总装试飞基地、
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为培育通航产业，江西还将以公益
性通航作业促进通航运营服务企业组
建，培育通航公共服务市场，撬动通航产
业发展；确定省内2家至3家通航公司为
江西省通航应急救援基地。在婺源、井
冈山、南昌瑶湖、庐山西海等景点开展

“航空+旅游”服务，形成常态化飞行。安
福武功山国家航空旅游试点项目年内建
成并投入使用。拓展吉安航校航空运动
范围，开展轻型飞机空中体验飞行、跳
伞、动力伞、热气球等活动。

巧借外力求突破

为实现江西“航空梦”，江西依托产
业基础，巧借外力，先后与中国民航局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江西
航空制造、航空运输、通用航空、临空经
济等四个方面发展；与中国商飞签署了

《深化战略合作的会谈纪要》，中国商飞
明确把瑶湖机场作为大飞机试飞的重要
基地，支持江西企业承接C929复合材料
结构件研制，支持在江西设立 ARJ21 型
机完工中心；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
协议，在通用航空、虚拟现实、移动物联
网、人才培养方面深化合作等。

与此同时，江西加快实施航空产业
发展升级、产业平台打造、基础设施建
设、科技创新引领、通航市场培育等五大
工程。按照规划，今年要实现 6 款以上
民机完成适航取证，各型民机销售 100
架以上；吸引航空整机（含无人机）、发动
机、核心零部件研制生产企业落户，力争
引进企业 10家以上；瑶湖机场交付使用
并争取国产大飞机试飞，规划 500 亩航
空配套产业园全面建成；景德镇直升机
研发生产基地直升机总装园二期工程开
工建设，上饶翔鹰航空零部件产业园二
期基本建成；加快推进吕蒙、瑶湖、桐坪、
共青城等航空小镇建设；重点加快推进
南昌、赣州、井冈山、宜春等机场改扩建
项目建设；启动航空城专用码头建设；加
快建立全省低空飞行服务管理体系并初
步实现运营。

下一步，江西将围绕教练机、直升
机、无人机、通用飞机以及大飞机等五大
飞机项目，深入对接航空工业、中国商飞
分工布局调整，积极参与全球航空制造
业分工合作，逐步健全飞机总装、大飞机
部件、航空转包和零部件加工一体化航
空制造产业链，推动产业集聚，加快培育
产业集群，形成整机制造与航空配套产
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小镇兴起来 市场旺起来

江西航空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江西省将航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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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自主知识产权通用飞机GA20在南昌高新区首次下线滑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