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乌鲁木齐 11 月 22 日讯（记者乔
文汇）近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以品牌建

设为牵引，持续实施林果业优质高效行

动，已成为全疆乃至全国重要的优质特色

果品主产区，林果业品牌效应正加速释

放。统计显示，该地区林果种植面积多年

来一直稳定在 450 万亩左右，质量效益连

年递增，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193 亿元。

阿克苏地区光热条件优越，加上沙性

土壤栽培和冰川雪水浇灌，孕育出的果品

普遍品质优良。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培育形

成了以小白杏、药桑、香梨、核桃等为主的

特色林果产品。库车市委常委、农办主任

艾麦尔·苏来曼告诉记者，在品牌建设带动

下，全市林果总面积 52 万亩，已获“全国绿

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认证面积达

33.3万亩。

“我们坚持科技兴果，栽培方式逐步

从稀植大冠转向矮化密植，并拉开株行

距，让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提高了果品质

量。”阿克苏地区红旗坡源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毕文军说，通过对果园进

行改造，苹果林机械化作业占比从 20%提

升到 80%，苹果产量品质双升。

截 至 目 前 ，阿 克 苏 地 区 林 果 业 共 有

区 域 公 共 品 牌 8 个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标 12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 个，企业、

合作社品牌商标 301 个，147 家林果企业、

合作社入选 2024 年《新疆林果产品指导

目录》。

阿克苏地委书记吴红展说，阿克苏将

继续坚持强质量、育品牌，把特色林果业作为富民强区的重要产业，

着眼建设全疆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示范区、长三角地区特色优质

农产品供应基地，加快培育千亿元级绿色有机果蔬产业集群。

习近平会见摩洛哥王储哈桑

新华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11 月
21 日电（记者杨依军 陆佳飞）当地时

间 11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

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

萨布兰卡作技术经停。

受 摩 洛 哥 国 王 穆 罕 默 德 六 世 指

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

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并在机场举行

欢迎仪式。

习 近 平 同 哈 桑 王 储 进 行 了 亲 切

交谈。

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

德六世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摩两国关系发展良好，

双方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各领域交往

日益活跃。2016 年，穆罕默德六世国

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同他举行

了富有成果的会谈，推动中摩关系迈

上新台阶。中方支持摩洛哥维护国家

安全稳定，愿同摩方继续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

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

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双方要

扩大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

础，推动中摩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

发展。

哈 桑 转 达 穆 罕 默 德 六 世 国 王 对

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

表 示 摩 中 两 国 关 系 保 持 良 好 发 展 势

头，感谢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给予摩

方宝贵支持，摩洛哥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 。 摩 洛 哥 王 室 和 政 府 均 坚 定 致 力

于进一步发展摩中关系，愿同中方保

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汉语

和中国文化深受摩洛哥人民欢迎，希

望 加 强 两 国 人 文 交 流 。 摩 中 两 国 在

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摩方愿同中方

坚 定 支 持 彼 此 维 护 国 家 的 主 权 和 安

全稳定。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巴西国事访问乘专机回国途中在卡萨布兰卡作技术经停。

受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指派，摩洛哥王储哈桑、首相阿赫努什专程赴机场迎接习近平，并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这是习近平同哈桑王储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预计今年产值近二百亿元新疆阿克苏做强林果业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

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这是

对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发展规律的

深刻把握，更是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发

展的科学指引。

城市群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的城镇

化进程表明，城市群作为主要形态形成增

长动力源，实现联动发展、多方共赢是普

遍规律。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

接北，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

局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通过跨省区域合

作、产业协同创新等，长江中游城市群协

同发展步伐加快，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地

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稳步提高，正逐步

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然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长江中游

城市群仍存在一体化发展水平偏低、中心

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不足、具备核心竞争

力的产业偏少等问题。推进长江中游城市

群 联 动 发 展 ，依 然 任 重 道 远 ，需 要 持 续

发力。

建设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络。世界

级城市群的共同特点是区域内生产要素自

由流动，对外高度开放。完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共建新型基础设施，是推进长江中

游城市群联动发展的先行领域。提升互通

协作的水平，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城

市群联动发展，人流、物流、信息流一体化就有了基础和条件。

构建高效协同的产业发展体系。城市之间如果缺乏科

学分工合作，就容易造成产业布局趋同、产业发展同质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应立足优势、找准路子、

突出特色，实现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

合作，优化产业链区域布局，打造产业链

供应链完善、规模效应明显、核心竞争力

突出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

育发展高地。

打造公平开放的区域市场环境。市场

准入是各类经营主体开展经营、参与竞争

的起点。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构建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重要方

面。坚持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

同性，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

障碍，统一企业登记标准和流程，探索建立

市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等，把经营主体保

护好，把体制机制完善好，创新活力就能持

续涌动，发展动能就将持续释放。

完善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社

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人民

群众最为关心的领域。公共服务难共享主

要原因是不同城市之间公共服务差距较

大，特别是中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

高。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优质公共服务资

源共享，重点是加强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建

设，引导促进中心城市的优质教育医疗等

资源向周边辐射覆盖，提升宜业宜居水平，

增进民生福祉。

立足新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保护和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深化，中部地

区崛起加快开创新局面，这为长江中游城

市群高水平协调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协同发展、错位发展、

联动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一定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2024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农历甲辰年十月廿三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 12 版

中 国 经 济 网 网 址 ：http://www.ce.cn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11-0014 代 号 1-68 第 15104 期 （总 15677 期）

桥 下 人 来 人 往 ，桥 上 车 流 不 息 。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大道与紫云路交

叉口，一座高架桥横贯南北。桥身角

落里，46 个监测设备时刻检测着桥梁

受 力 状 态 、震 动 状 态 、形 变 等 各 项 指

标。不远处，广西路与洞庭湖路交叉

路口一侧的燃气井下，一个红色的可

燃气体智能监测仪在漆黑的井洞内格

外引人注目。

这些监测仪器十分灵敏，一旦出现

桥梁超载、燃气在空气中占比超常等问

题，会自动发出警报，提醒相关人员处

置险情。“从报警到信息传至燃气企业，

所需时间估计不到 1 分钟。”清华合肥

院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

任侯龙飞介绍。

从居民生活用的液化气瓶到森林

河湖等生态监测点，类似的监测系统已

普及安徽全省。花大力气加强城市基

础设施安全防护，彰显出城市治理思路

的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贯彻这一部署，首先要把人民的

安全需求和城市发展融为一体，不断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桥梁、燃气、供水、热力、电力⋯⋯

这些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基础设施，

是城市的生命线，如果不精准监测、精

心呵护，很容易出现故障，影响城市正

常运行，甚至危及居民生命安全。因

此，提高城市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正

成为现代城市建设管理的重大课题。

安徽进行了守护城市生命线、建设韧性

城市的有益探索。2015 年，合肥市依托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启动城

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逐步建立起城

市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系统，搭建

起了城市生命线的“安全屏障”。

“通过‘点、线、面’结合，合肥构建

起‘前端感知—专业研判—预警溯源—

协同处置’的风险防范体系。全市布设

100 多种、8.5 万套前端监测设备，实时

监测 137 座桥梁、5005 公里燃气管网、

1484 公里供水管网、554 公里排水管网

等。目前，已累计成功处置燃气管网泄

漏、供水管网泄漏、桥梁结构损伤等各

类风险预警 994 起。”合肥市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沈国宝说。

这一模式很快推向全省。2021 年，

安徽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推广城市

生命线安全工程“合肥模式”的意见》，

各地联动推进工程建设、产业发展和城

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为城市运行、百

姓安全织牢织密防护网。

“建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科技

赋能至关重要。”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二级巡视员汪恭文说，安徽注重利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构建起护卫城

市安全的“数字哨兵”，实现预防、风险

管控、监测、及时预警和快速响应一体

化管理。

风险从“看不见”转为“看得见”。走

进安徽省铜陵市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

测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城市的“生命体征”。 （下转第三版）

城市生命线筑牢发展安全屏障

□ 本报记者 李华林 李思隐 张 可

前三季度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 9461 亿元
主要行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

本报北京 11 月 22 日讯（记者董碧
娟）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 9461

亿元，同比增长 6.7%。在系列政策支持

下，全国小微企业税负明显减轻，经营

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我国小微企业税负为

1.65%，同比下降 9.6%。其中，主要行业

税收负担显著减轻。前三季度，占比约

四 成 的 批 发 零 售 业 税 负 为 1.09% ，较

2019 年下降 26.6%。建筑业、制造业等

劳动密集型行业，税负分别为 1.67%和

2.56%，较 2019 年下降 19.8%和 16.3%。

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居民服务、教育、

卫生等民生领域税负大幅下降，较 2019

年下降约 40%，显示出减税降费政策对

保民生、稳就业的重要作用。软件信

息、文体娱乐、科学研究等国家支持发

展的现代服务业税负较 2019 年降幅均

超 30%。

前三季度，新办小微企业 1245 万

户，同比增长 4%。其中，批发零售、交

通运输、文体娱乐、农林牧渔等行业新

办户增幅均达两位数以上。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

金观平

在刚结束的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上，一

大批科技感十足、实用性强的无人机、低空

飞行器产品集中亮相，覆盖物流配送、空中

交通、应急救援、观光旅游等诸多领域，让

人 们 真 切 感 受 到 低 空 经 济 带 来 的 变 革

浪潮。

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低空经济通常指垂直高度在 3000 米

以内，以各种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为牵

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

经济形态。短短几年间，低空经济已从概

念成长为具备高成长性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并将进一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澎湃动力。为此，第十五届中国航展专门

设置了低空经济馆，吸引了全球参展商和

观众的目光。

走 进 低 空 经 济 馆 ，最 先 映 入 眼 帘 的

是小鹏汇天的“陆地航母”，这是一台由

皮卡和飞行器组成的飞行汽车。通过手

机一键操控，仅需 5 分钟，就可将皮卡后

备 箱 里 的 小 型 飞 行 器 释 放 出 来 ，驾 驶 人

员 可 轻 松 换 乘 ，综 合 续 航 里 程 达 1000

公里。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计算所所长胡林

平 认 为 ，低 空 经 济 作 为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在 未 来 经 济 发 展 中 将 扮 演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角 色 。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 我 国 低 空 经 济 规 模 超 过 5000 亿

元，预计 2035 年将达到 3.5 万亿元，市场

前景广阔。

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

方 一 系 列 支 持 政 策 措 施 。 2021 年 2 月 ，

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标志着低空经济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2024 年 3 月，《通用航空装备

创 新 应 用 实 施 方 案（2024—2030 年）》发

布，提出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

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发展低空经

济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

专家、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邓

景辉介绍，全国各地争相打造低空之城，社

会资本密集涌入，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从各地举

措看，目前已有近 30 个省份将发展低空经

济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或出台相关政

策，在产业扶持、资金支持、空域开放等方

面给予支持。北京、上海、杭州等 15 个城

市与企业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中央

空管委即将在 6 个城市开展电动垂直起降

飞行器试点工作。

应用场景日渐丰富

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淘宝企业店

中售卖的“祥云”AS700 载人飞艇成功售

出。该艇将用于湖北荆门城控集团旗下景

区的低空游览项目。截至目前，“祥云”已

签订购艇订单 23 架，签

署意向订单 164 架。

近年来，随着低空

经济加速融入人们的生

产生活，各种新型应用

场景也不断涌现。美团

无人机可以在拥堵的城

市里快速穿梭，实现货

物的精准投放；珠海设

立 14 条航线，涵盖紧急

物资配送、海岛休闲垂钓、旅行观光等。此

外，在农业植保、电力巡线、应急救援等领

域，低空飞行装备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下转第三版）

预计 2035年市场规模达到 3.5万亿元——

低 空 经 济 市 场 前 景 广 阔
本报记者 常 理 喻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