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我国交付民用无人机超317万架
事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单忠德日前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2023 年，我国交付民用无人机超 317 万架，通用航空

制造业产值超 510亿元，同比增长近 60%。近年来，以无人机

为代表的通用航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民用无人机研制企业已超过 2300 家，量产

的无人机产品超过 1000款。

点评：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产业发展呈现火热态势，无人

物流、无人送餐等新业态层出不穷，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

的场景，如今正逐渐成为现实。事实上，无人机是低空经济的

主导产业。低空经济则是典型的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

能的重要方向，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

一般而言，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在 3000 米以下空域内，以有人

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多领域

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近几年，多地纷纷加强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2023 年

底全国已建成并登记的通用机场 449个、飞行服务站 32个，因

地制宜探索拓展低空经济发展场景。与此同时，发展低空经

济也离不开先进飞行器，需要信息化、网络化、通信等方面的

支撑，北斗导航、高精导航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为低空经济发展

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支撑。未来几年，随着低空飞行活动的日

益增多，我国低空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上海明确住酒店不得“强制刷脸”
事件：近日，上海市旅馆业管理系统的公告指出，严禁对

已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旅客进行“强制刷脸”核验；严禁

发生不“刷脸”不能入住问题；对为忘带身份证件旅客提供便

民核验服务的，应当明确征得旅客本人同意；严格落实“实名、

实数、实时、实情”“四实”登记，提升旅客有效身份证件的查验

能力水平。

点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

院院长戴斌拟向大会提交《关于限制旅游场景过度使用“人脸

识别”的提案》。该提案显示，越来越多的宾馆、酒店、民宿等

旅游住宿机构都设置了人脸识别系统，游客除了要出示并由

接待人员查验身份证件，还要到专门的人脸识别设备前“刷

脸”才能入住。该措施不仅降低了服务效率，容易引起游客的

不满和投诉，而且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刷脸“才能入住，是人脸识别技术引起的诸多争议之

一。在不少游客看来，这涉嫌过度索取个人信息，增加了入住

程序、影响了入住体验。自去年以来，我国文旅业全面复苏。

如果禁止不“刷脸”不能入住的措施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

酒店从业者和游客来说都是方便之举，这也能降低运营成本，

进一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铜价创18年新高
事件：4月 19日夜盘，沪铜主力合约站上 80170元/吨的高

位，创下 2006 年以来的新高。这是沪铜已连续 4 个交易日上

涨。铜是一种良好的导电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电气、轻工、

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多个领域。

点评：铜价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前供需关系影

响。4月，先是全球最大铜供应商智利国家铜业 Codelco产量

下降，接着是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旗下一家铜矿被暂停了运营

许可，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市场上铜的供给。

供应趋紧，铜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在新能源产业中，铜

是关键金属。电动汽车、电气设备的生产都对铜有大量需

求。以我国为例，电动汽车的兴起及电气设备更换周期的来

临,甚至是 AI相关设备需求推升,就刺激了市场对铜金属的需

求。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接下来全球市场基本面向好，铜价

可能进一步走高；但如果宏观形势与预期的出现偏差，铜价就

有明显回调的风险。 （本报记者 罗筱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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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在位于湖南郴州永兴县柏林工业园的永

兴鹏琨环保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从全国

各地收集来的废旧电路板，正经过脱锡、破

碎、水力选别等工序，变成了闪着不同光泽的

稀贵金属。

“通常，一吨矿石里含有 5 克以上的黄

金，就可称为富矿；而一吨线路板的平均金属

含量，就包括 10 克以上的金、100 克以上的

银，以及大量铜、铁、铝、锡等金属。”该公司技

术总工张勇说，废旧电路板边角料并非真正

的“垃圾”。它们是由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

组成的，如果能够有效回收和再利用，他们就

是一座富含宝藏的矿山，也可以减少资源浪

费、环境污染等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该县从“城市矿产”及有色

金属工业“三废”中提炼金、银、钯、铋、硒等有

色金属；去年生产白银 5000 吨、黄金 10.5 吨，

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地处

湖南东南门户的永兴县，是如何做到没有银矿

却成为“中国银都”的，又是如何在“零资源”的

土地上开辟出一条稀贵金属“无矿开采”之路、

打造出一个千亿元级大产业的？秘诀何在？

吃干榨尽

明末清初，永兴人下南洋谋生，发现了从

旧木板中提炼稀有金属的生财之道。如今，

这条“财路”早已摆脱过去原始粗放的“小作

坊”发展模式，蜕变成一个绿色、低碳、高效的

大产业。

走进位于当地的湖南腾驰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区内几乎看不到烟尘，闻不到异味。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有色金属资源循环利

用的科技型企业。公司负责人雷石军告诉记

者，通过采用先进的“三联炉富氧熔池熔炼”

自热熔炼技术，公司实现生产废水“零排放”；

废渣则通过“梯级冶炼”，精细化提炼成金、

银、锑等多种稀贵金属，利用率达百分之百。

“未来我们将涉足新能源材料板块，打造

锂资源回收系统、铜钴镍及铂族金属回收系

统，建设电池包拆解及梯度利用车间。”雷石

军介绍。

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

永国同样看好这一行业的未来发展。在他看

来，随着电动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动力电池

的回收利用问题将日益凸显，“电池需求量和

废旧电池数量与日俱增，废旧电池及关键金

属资源的回收利用无疑是片‘蓝海’”。

为此，这家公司将发展目光瞄准二次镍

的资源化利用。在该公司展厅，蒋永国向记

者展示了如何通过湿法精炼，制造出电池级

硫酸镍。

“去年全县稀贵金属产业产值达到 820

亿元，今年预计突破 1000亿元。”永兴经开区

主任黄祥兵说，环保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当地不断攻关先进环保技术、工艺技术，采用

废旧电路板的绿色综合回收技术建立循环经

济模式，将工业废料“吃干榨尽”，用科技力量

推进稀贵金属产业提质升级，有效推进稀贵

金属产业从低端生产向高端发展迈进。

二次创业

在一代代“淘金人”的努力下，稀贵金属

已然成为永兴的代名词。然而，长久以来，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发展，也给环境

带来了较大隐患。更何况，在“零资源”的土

地上做出一个大产业，单纯依靠“小打小闹、

各自为战”必然不是长久之计。

“中国银都”路在何方？2016 年起，永兴

从发展循环经济入手，推进以“绿色环保、精

深加工”为主题的稀贵金属产业“二次创业”。

为做大做强做优产业，永兴县“壮士断

腕”，对一批耗能过高、工艺落后、环保不达标

企业实行强制关停，对一批长期生产不正常、

效益不佳企业实行淘汰。全县 132 家散、小

稀贵金属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经“洗牌”整合成

30 家现代企业。产业布局也由原来的“一园

七区”调整为“两区四园”，园区功能互补，建

立起稀贵金属从综合回收到精深加工再到高

科技新材料应用的全产业链条。

当地还在持续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要

“附加值”。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电解银新工艺系统，将电解环节时间由原

来的 48小时缩短至 22小时，每吨白银消耗的

母液由 3吨减至 2吨。而在金业环保公司，以

废渣为原材料加工的新型岩棉环保材料，一

上市就畅销全国。

“企业朝着专精特新发展，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才能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永兴县稀贵

金属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刘启辉表

示。为此，该县出台科技创新促进政策，推动

搭建产学研合作关系，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

年均增长 30%以上。与此同时，当地还先后

实施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填补了多个

稀贵金属精深加工领域空白。

再造IP

近年来，永兴县先后打造了“中国白银文

化坊”“天下银楼”“中国白银文化博物馆”

“中国银都文创园”等一系列工业文化旅游

项目，并引导企业把传统文化融入金银精细

化深加工中，开发出各种精美白银文化文创

产品，形成独特的工业文旅模式。

今年 2 月，中国银都文创园举行了首届

白银采购节。这个产业园以白银文化为主

题、白银产业为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开

发、银制品检验检测、银制品交易集散中心、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交易平台、银制品批发中

心、银制品研究院、电商直播基地于一体的

白银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预计年均可实

现白银销量 1500 吨，其他稀贵金属 100 吨，

销售额达 150亿元，带动 5.5万人就业。

“园区将努力将其打造为城市 IP，以文

旅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吸引游客了解银都

文化。”中国银都文创园总经理蒋敏霞介绍。

在湖南福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画珐

琅车间，“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张伟芳正襟危

坐，一丝不苟制作一件景泰蓝银器。

“公司利用景泰蓝、珐琅等工艺生产的

银碗、银茶具，仅景泰蓝这项工艺，每年给企

业带来至少 3000 万元产值。”公司生产厂长

许蓝心介绍。

“目前来看，整个产业高质量发展还存在

一些短板。”在今年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政

协委员，民进郴州市委副主委、永兴县副县长

何丽娟提出关于支持永兴稀贵金属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三件提案。何丽娟在走访调研中发

现，随着园区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产业聚集度

越来越高，生产原料不足、产业链条不长、企

业成本过高等问题日益凸显。

“永兴稀贵金属产业在综合回收、银精

炼、银触头等技术处于国内同行前列，建议

从顶层设计方面给予永兴重点支持，引导湖

南省内稀贵金属产业向永兴县集聚，形成产

业聚集效应，支持永兴加快推进‘智赋万企’

行动，在稀贵金属产业项目审批中给予重点

倾斜。”何丽娟认为。

湖南永兴县采用绿色综合回收技术，在废旧电路板中“炼”出循环经济

没有银矿，缘何能成为“中国银都”

北京丰台站南交通枢纽打造绿色建造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 通讯员林瑶）近日，北京丰台站南

交通枢纽项目开始进行外立面幕墙和室内精装修，在建设过

程中采用了 128 项绿色建造技术。据悉，在北京丰台站南交

通枢纽项目建设过程中，采用绿色建筑设计及建造技术，通过

设置空气源热泵、节能灯具、节水器具、高性能建材、污水处

理、施工材料周转、垃圾回收利用、智能设备等手段及设施，实

现减少建筑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采用‘废宝’App，建立建筑垃圾‘减量、分类、全过

程’三要素管理体系，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垃圾称重的信息写

入电子标签中，同时读取收集箱、收集池建筑垃圾相关信息，

车辆确认运输信息并实时定位，根据建筑垃圾的类型分别处

理。通过提高垃圾利用效率，减少二次污染，实现建筑垃圾的

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中建三局北京丰台站南交通枢

纽项目技术总工程师王令说。

据悉，北京丰台站南交通枢纽项目是北京市重点民生工

程，建成后将优化首都交通运输结构，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

系，带动北京及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每年极端气温可达 50摄氏度、全年日照

时数 3200 小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市火焰山南侧，一辆辆汽车整齐地暴晒在

阳光下，正在进行高温干热测试。

“今年已有 10 多家企业入驻，正在进行

整车暴晒、疲劳驾驶测试及其他性能测试。”

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于胜利说，“我们已对接有进驻意向的企

业 50 余家，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将陆续迎

来大批量的企业入驻场地进行高温干热相

关测试。”

在检测基地，一辆正在接受充放电试验

的新能源大巴车吸引了记者注意，中交火焰

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宁堂介绍

称，天气一转暖，陆续就有新车前来测试，现

阶段企业施行分批次试验检测，每批次车辆

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极热”环境下的安全系

统、各项性能测试等试验项目后，将会更换下

一批试验车辆进场继续测试。

目前，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公司检测基

地中已有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国家汽车质

量监督检测中心襄阳达安汽车检测有限公

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第一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检测机构及汽车厂

家入驻，可开展 20 多个检测项目，并且已与

长沙理工大学、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开

展合作建设产学研基地。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国内数据最

全、体系最完整的汽车干热试验‘大数据库’，

为机动车整车、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在极高

温、极干旱环境下的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供

油系统和驾驶室通风隔热装置以及其他使用

性能提供数据支撑。”于胜利说。

近年来，新疆吐鲁番充分利用“热资源”

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热能量”。2023 年，吐

鲁番市立足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着力打造

康养和民宿旅游新业态，采取“沙疗+”发展

模式，构建“医、养、游”为核心的沙疗产业发

展综合体，助力群众致富增收，累计带动经济

收入 8000余万元。

每年夏天，随着吐鲁番天气的不断升

温，沙疗也一起“热起来”。据吐鲁番市维吾

尔医院沙疗所负责人克然木·阿不地热木介

绍，每年 6 月开始，每天大约有 500 人来吐鲁

番沙疗，进入 7 月后，每天将有超过 1500 人

来沙疗。

近几年，随着吐鲁番沙疗养生方式的不

断完善和发展，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全国

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感受沙疗旅游。除了医

院专业的沙疗所外，吐鲁番市高昌区依据当

地自然资源，打造了“沙疗小镇”，积极发展沙

疗产业，特色民宿、专业酒店的落地，为游客

提供了良好的“沙疗”环境。

“如今沙疗小镇越来越成熟，不少回头客

早早就订好了房间，品质好的客栈一天能接

待 200 多人沙疗，一年收入近 30 万元。”沙疗

小镇村民迪力夏提·买合苏说。

3月 20日，2024年吐鲁番杏花节开幕后，

短短 5天内，就有 107万游客前往。绽放的杏

花是春天的步伐，更是当地居民的“杏”福产业。

从 2015 年至今，托克逊县的杏花年年

开，“杏花节”年年举办，小小的南湖村也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杏花村”。

作为最早种植杏花的村民之一，苏力坦·

都尕木成为当地“苏力坦杏”的品牌主理人。

“杏花开得好，杏子就结得好。”看着满园春

色，他表示，“今年我还带着亲戚一起在村里

建了馕坑，能一边展示一边卖，杏花节当天不

到 3个小时就卖了 300个馕。”

“火洲美味”不止甜杏，还有 5月的桑葚，

7月的瓜，8月葡萄满枝。独特的干旱荒漠气

候造就了吐鲁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两极

分化的昼夜温差让甜蜜牢牢锁在果肉之中。

凭借着这些美味，吐鲁番也不断探究美

味的衍生价值。以去年“葡萄节”为例，通过

节庆搭台的方式，该市签订投资合作项目 15
个、购销合同协议 78 个，总金额达 34.97 亿

元，涵盖了鲜食葡萄、葡萄干、葡萄酒等多个

行业。

据吐鲁番市林草局林果科科长、四级调

研员张蓉介绍，去年，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

63.28 万亩，产量在 160.45 万吨，销售鲜食葡

萄收入 19.81 亿元；杏种植面积 8.54 万亩，产

量 2.95 万吨，销售 2.79 万吨，销售收入 2.75
亿元。

新疆吐鲁番打造“极热”环境汽车检测基地，构建“医、养、游”为核心的沙疗产业发展综合体

“热资源”利用为经济发展注入“热能量”

中国一汽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 通讯员杨萌）4 月 18 日，以

“新质引领、旗创未来”为主题的中国一汽第五届科技大会在

吉林省长春市召开。记者获悉，第四届科技大会以来，中国一

汽迎来科技跃迁发展，在“阩旗技术战略、原创技术策源地”等

14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中国一汽首次发布阩旗技术战略，并持续进行迭

代。如今，该战略已成为推动中国一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动能”。大会现场，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现东

发布阩旗技术“SIGHT（洞见）531”发展战略。未来五年，该公

司将以国车安全、智能驾驶、低碳制造等九大技术领域为基

础，聚焦重点技术方向，着力攻克 983 项关键核心技术，持续

为红旗品牌“红旗·天工”纯电平台 HME、“红旗·鸿鹄”混动平

台 HMP、“红旗·九章”智能平台 HIS迭代赋能。

据悉，三年来，中国一汽在策源地建设成效上实现“量质齐

升”，累计突破 870项关键核心技术，申请发明专利 14086件，发

明占比超 75%，央企专利质量评价进入A档行列；参与国际、国

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 132份；推进实施技术成果转化 9个。

新中式茶饮带动
茶叶消费升级

4 月 21 日，在北京茶博会上，一名茶
艺师(左一）和观众一起品茶。第十六届北
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于 4 月 19日至
22 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本届
茶博会汇聚 700多家参展商，展出面积近
2.4万平方米。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近期发布的
《2023年度中国茶叶产销形势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茶产业积极应对有效内需不
足、外需较弱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顺势
而为、优化调整。随着 18 岁至 30岁年轻
人渐成茶叶消费主力，行业骨干企业在产
品宣传、消费场景等领域向“Z世代”购买
者靠拢，“颜值、混搭、解压、便捷、社交”成
为各茶企研发新品聚焦点。新中式茶馆成
为年轻人的新型社交方式，中国茶叶消费
正通过新中式茶饮实现升级。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