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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共青城讯 （全媒体记者尹晓军

通讯员熊敏）“为更好抢占低空经济新赛

道 ，共 青 城 市 决 定 进 一 步 集 中 精 力 和 资

源 ，垦 荒 创 业 闯 新 路 ，向 天 再 造 共 青 城 。

到 2026 年，低空经济产业规模达到 100 亿

元，聚集低空经济产业链相关企业 100 家

以上……”8 月 3 日，共青城市委三届九次

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动低空经济高

质 量 发 展“ 向 天 再 造 共 青 城 ”的 实 施 意

见》，再次吹响筑梦“天空之城”的号角。

2021 年，共青城正式提出将低空经济

作为未来产业打造，规划 4.1平方公里低空

经济产业园，启动大规模的建设和应用探

索，筑梦“天空之城”踏出了第一步。

2023 年，共青城建成了江西省首个市

场化运营、环鄱 阳 湖 首 个 A1 类 跑道型通

用 机 场—— 南 湖 机 场 ，并 于 当 年 10 月 正

式取证开航。南湖机场是共青城低空经

济产业园“一心两轴四板块”布局中的“一

心”所在。截至目前，机场已在飞行培训、

旅游观光、文旅体验、新机试飞等业务中

保 障 飞 行 超 3000 架次，飞行时长超 1500
小时。

除 了 低 空 通 航 场 景 ，无 人 机 应 用 场

景也在探索之中遍地开花。玩转无人机

足球、驾驶飞机自由翱翔、快递小哥变身

“飞手”、无人机“御剑”飞行扫冰除雪、农

业无人机监测和投料等应用场景不断涌

现 ，让 共 青 城 这 座 年 轻 的 城 市 充 满 了 科

技感。

如果说丰富的场景应用散发出迷人

的魅力，那么“低空经济+”场景多元化的

产业赋能，就形成了一个上下游、长链条、

广辐射的低空产业生态圈。一条布局通

航运营、通航制造、通航文旅和通航服务

四大板块，产业集群化、科教融合化、场景

多元化、管控数智化的产业发展新路在共

青城展开。

以低空制造产业为核心，同步发展低

空飞行、低空保障和低空服务产业，打造

全国有影响力的低空经济产业聚集区，共

青城可谓不遗余力。2023 年 4 月，江西京

飞低空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入驻后，带动

作用立马显现。今年上半年，蓝鲸飞艇、

洪都中贝等 19 个项目签约落户、总投资近

90 亿元，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验测

试等多个环节，低空经济全产业链条初步

形成。

与此同时，共青城着力增强产业承载

能力，加快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五

四大道东延伸线年底可实现部分通车，水

上飞机码头项目完成场址论证，总建筑面

积 16 万平方米的无人机生产制造中心项

目已完成 4 栋单体封顶，江西省低空经济

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11 月份即可建成投用；

江西省警航训练基地、省级航空器检验检

测中心落户共青城；成立江西省低空经济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组建江西省低空经济

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低空经济应用

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低空经济企业服务

有限公司，着力提升低空经济产业园投资

建设和运营管理水平。

筑梦“天空之城”，共青城在顶层设计、政

策制定等方面持续发力，出台《共青城市低

空经济产业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共青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着力建 设 低 空 经 济 综 合 示

范区、低空经济产业聚集区、低空场景应

用 先 行 区 等 ，打 造 全 国 低 空 经 济 发 展 高

地 。 在《关 于 全 面 推 动 低 空 经济高质量

发展“向天再造共青城”的实施意见》中，

共青城进一步明确“产业集群化、科教融

合化、场景多元化、管控数智化”路径，并

提出 16 条具体举措，组建 50 亿元低空经

济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全面赋能低空经济

发展。

路径步步夯实 蓝图笔笔绘就

共青城加速建设低空经济高地 8 月 10 日，走进位于新余经开区的江

西瀚德科技有限公司“5G+数字工厂”生产

车间内，只见一件件原材料在 5G 制造生产

线上，以极快的速度自动完成排列、组装、

成型，最终生产成为汽车滤芯产品。这批

产品将发往海外。

“这块屏幕上有完整的生产任务计划、

任务下达以及执行生产加工等各环节，根

据任务需求点击，就能实现任务生产计划

的全流程指挥。”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德

会在数字工厂控制室向记者介绍。

成立于 2014 年的瀚德科技，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销售各类滤清器产品为一体的

汽车配件公司。作为出口型企业，目前该

公司生产的滤芯远销德国、美国、巴西、阿

根廷等国家，年销售各类汽车滤芯超 7000
万只，2023年年产值超 4亿元。

在短短十年内，从刚成立时年产值仅

500 多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国内汽车转向

细分领域的领头羊，这得益于瀚德科技对

开拓市场和科技创新的重视。

在汽车产品领域，滤清器是“快消品”，

市场需求量大。与此同时，生产汽车滤清

器产品的企业也多，市场竞争激烈。

“面对白热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我们意

识到，唯有不断拓展客户群体，并同步提升

生产效能，才能生存下来。”该公司董事长

周云平说。

为拓展公司产品市场，瀚德科技先后

在美国、西班牙、德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开设销售公司，并注

重科研开发，聘请资深滤清器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骨干开发

产品。除了自主研发生产外，瀚德科技还积极与新余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南开大学、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江西冶金职

业技术学院等企业和高校开展技术与产品合作，公司产品不

断升级迭代，并先后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瞪羚企业等，获得 2 项发明专利，17 项

实用新型专利，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2019 年，瀚德科

技与中国联通江西新余分公司合作，充分利用 5G、物联网、云

计算等先进现代技术，建立“5G+数字工厂”，对工厂的生产、

管理、产线、设备、仓储等进行全面梳理改造和数字化升级，

并成为全省首家实际应用 5G技术的制造企业。

“科技创新是我们进一步实现腾飞和迈向国际化的重要

支撑力量，而建立‘5G+数字工厂’，是我们公司实现科技创新

的重要一步。”周云平告诉记者，“5G+数字工厂”建成投产不

到一年，就实现了滤芯月产量“翻番”，生产效率提升了 47%、

产品不良率降低了 72%、生产运营成本降低了 25%。

“科技在进步，我们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也不会停

止。”周云平表示，瀚德科技将持续推出更多高精尖产品，促

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制造的汽车滤清

器产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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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刚上市的龙旗科技，再投资

50 亿元建设 AI 电脑生产基地暨终端数字

智能工厂，抢占 AI PC 新赛道；江西兆驰

晶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驰晶显”）今

年再投资 35 亿元，打造 LED 新型显示终端

生产二期项目；南昌弘益药业有限公司拟

增资 20 亿元扩大生产规模……最近几年，

南昌高新区企业频频增资扩产，2024 年上

半年过 20 亿元的项目中，60%都是增资扩

产项目。

企业频频增资扩产的背后，不仅展现

出南昌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

势，也彰显出辖区企业对当地营商环境与

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明确定位 推动链式招商

规划定位，决定了一个开发区发展的

方向和高度。南昌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

新材料、医药健康及航空制造等“2+2”主

导产业，精准科学地开展链式招商。

兆驰晶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家

公司在南昌高新区成功落户，不仅得益于

高新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良好的营商环

境，也离不开高新区精准招商的战略眼光

与执行力。

“我们从兆驰半导体了解到集团孵化

的兆驰晶显新型显示项目，与高新区 LED
产业下一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也有很好

的发展潜力，于是立即前往深圳与企业进

行洽谈，介绍高新区 LED 产业链的特点和

优势，吸引其从深圳搬迁到这里。”南昌高

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熊杏敏说。

一名链主、一条产业链、一套工作机

制……吸引众多民营企业纷至沓来，催生

一个千亿级或百亿级产业集群。

“我们搬来南昌高新区，还有一个很

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中了这里完善的产业

集群。公司 70%以上的物料可以在高新区

内配套采购。”兆驰晶显总经理助理李杰

欣说。

当前，南昌高新区已形成 LED 全产业

链布局，LED 芯片产能位居全球前三，手

机闪光灯和移动照明出货量居全球第一。

向科技要效益 抢占创新高地

南昌弘益科技有限公司 400 多万片药

品 1 天制成；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的

大功率灯珠 1 个月产能可达 2 亿颗……近

年来，南昌高新区坚持创新引领，持续推

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产业链的发展，需要不断注入新鲜血

液。南昌高新区以高新技术企业引育奖

励办法为抓手，加强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发挥龙头和链主

企业磁吸作用，绘制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关

键环节“一张图”，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等科技型企业。

盛夏时节，南昌弘益创新药商业化生

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建设施

工。目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

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项目达产后，可

形成年产创新原料药 520 千克、年产创新

制剂 1.25亿片的生产能力。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南昌弘益科

技有限公司从药品研发到批量化生产，通

过 20 多年坚持不懈地创新，持续推动创新

药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目前，南昌高新区共有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220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6家。

服务做加法 厚植发展沃土

大企业争相增资扩产，这份底气和信

心，来源于南昌高新区坚持把制造业做优

做强的发展理念和服务做加法的良好营

商环境。

一方热土能否“热”，靠的是纷至沓来

的客商。能否一直“热”，则要靠良好的营

商环境。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大型 ODM 企业，在南昌高新区投资的龙

旗 AI 电脑生产基地暨终端数字智能工厂

项目，采用业界领先的 AI 算力和低功耗高

性能架构，集成了大语言模型、AI 加速引

擎等创新功能。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政策的精准扶

持以及产业链的日益完善，为我们在南昌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保障。”上海龙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军红表示。

南昌高新区帮助企业成长的诚意，体

现在许多方面。领导干部积极践行“一线

工作法”，下工地、勤调度，推动项目建设、

投产达效；搭建市场化服务平台，通过代

办、帮办方式，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店小

二”式的全周期、全流程服务；设立为企服

务“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推出信用修复

和查询“一件事”服务，实现信用修复“一

套标准、一窗受理、一站办理”。

政企同心，聚力同行。今年上半年，

南昌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489.6亿元，同

比增长 7.0%，位列南昌各县（区）第一；规

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1004.2 亿元，同比

增长 20.4%；出口总额 117.94 亿元，同比增

长 16.1%，位列南昌各县（区）第一。

企业频频增资扩产背后
——南昌高新区优化营商环境小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29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
获全国推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阮瑶佳）8 月 13 日，

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近期印发 2024
年以来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典型案例，重点推广了 1月至 6月全

国范围内228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我省 29起案例入选。

省自然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29 起成功避险案例集

中发生在赣州、九江、上饶等地质灾害易发高发区，均得益于

基层群测群防员巡查排查到位，发现险情后果断转移群众，

充分展现了地质灾害发生前“人防”的作用。今年以来，极端

强降雨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复杂。总结梳

理各地成功避险案例，旨在指导各地进一步做好巡查排查、

监测预警、临灾避险等措施，落实好“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要

求，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近日，在位于峡江县戈坪乡舍龙村的赣之村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封装流水线上的山茶油。当地充分挖

掘有机、绿色农产品价值，让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带动

村民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我省集中整治儿童安全坐垫
等问题产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 实习生俞丽薇）8月 7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保障儿童乘车安全，我省于今

年 7 月至 9 月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集中整治，整治对象为非法制

售的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等问题产品，并特别关注儿

童安全坐垫品类。

据了解，按照我国《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规定，

儿童安全座椅、增高垫、婴儿提篮等产品，必须符合强制性国

家标准、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认证）、标注 CCC 认证标

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而目前在售的儿童安全坐垫，根据其标

称的产品结构、使用场所、安全性能等特点，均是非法制售的

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类产品。在集中整治工作中，有

关部门将督促辖区内电商平台通过建立关键词库、图片识别

模型和人工核查等方式，全面检查监控网络销售含有“便携”

“安全”“简易”等关键词的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产

品。若发现平台内经营者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将督促电商

平台立即下架问题产品，按照平台有关管理规定及信用约束

机制进行惩戒。

▲8 月 7 日，在丰城市同田乡同田村同田湖的千亩莲藕种植基

地，村民正在采收莲藕。据了解，该莲藕基地每年 12 月播种，次年

7 月开始采收，可一直采收到 12 月，每亩纯收入 3000 元左右。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8 月 8 日，广昌县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车间加

工冻鲜莲产品，准备供应市场。该企业与高校合作，通过设备和

瞬时冷冻锁鲜工艺等创新技术，实现冻鲜莲长久保鲜，预计今年

可生产冻鲜莲产品上千吨。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
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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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