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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布局

一次高端会议，预示着顶层设计决
策的出炉，更是一个区域重点谋划发展
的风向标。

7月2日，城阳区举办低空经济产业
发展领导干部专家讲座和系列研讨活
动，主题是挖掘流亭机场全要素资源，全
面系统探讨低空经济发展思路。围绕低
空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内涵要义、发展
现状等进行了充分讲解与分析，为城阳
区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布局空天低
空产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此次活动，城阳区邀请10余名专家
及企业代表，围绕统筹规划、产业政策、
空域划设、概念验证平台等11项重点工
作，与城阳区各有关部门展开深入探讨，
共话低空经济发展大计。同时，在会上
组建成立了城阳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专
家智库，将为城阳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提供智囊支持。

城阳区计划以流亭机场为基础，建
设低空经济核心承载区，通过优化低空
空域资源供给，积极争取 600 米以下低
空空域自主管理授权，坚持“空域端”“应
用端”“产业端”同向发力，以低空试飞试
验为切入点，吸引产业生态集聚，规划一
批低空经济先导产业园、低空经济领航
企业和低空经济创新示范机构，争创山
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先导区。

资源禀赋

虽然关停3年，但流亭机场的全要素
优势资源依然是未来发展的一座“金矿”。

——城阳区拥有 39 年运营历史的
流亭机场，具有完备的航站楼、跑道、停
机坪等基础功能，积累了丰富的气象数
据，为低空试飞试验提供基础条件。

——城阳区目前拥有1个无人机产
业园和青岛远度智能、青岛云世纪、中飞
无人机等3家重点无人机企业，同时拥
有32个工业大类，先进制造业占比超过
40%，集聚了全市90%的轨道交通资源，
与低空制造具有相通相似性。

——城阳区聚集了中俄工科大学联
盟总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名校资源，与
全球工科排名前十的马来亚大学开展教育
合作，建立起了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

流亭机场谋定未来发展的方向目
标，一项“发挥优势资源，抢抓低空经济
新赛道发展机遇，以低空试飞试验为切
入点”的重点工作迅速展开。

成立由城阳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

任班长的低空经济工作推进专班，统筹推
进低空经济产业建设。基于城阳区产业
基础、地形地貌、区位及机场优势，科学编
制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
和阶段性任务，以差异化路径，实现特色
化发展。围绕城阳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规划，发挥数据要素资源供给能力强优
势，制定针对性强、务实性强的产业政策，
引进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激发
低空产业市场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中，
主要包括设施网及空联网建设，通过建设
低空飞行起降站、接驳设施、能源站、停机
设施、保障站等设施，为低空飞行活动提
供基础支撑，同时建立通信、导航、监视、
气象等一体化、全覆盖的低空通信网络，
实现飞行器与地面控制站、飞行器之间的
实时通信、监控、导航定位和数据传输，确
保低空飞行有序安全开展。

振翅欲飞

城阳区将设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运
行管理中心，专门负责低空空域使用管

理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航线划设、民航
报备、飞行审批等服务保障工作，监控低
空空域飞行活动态势，提供无人驾驶航
空安全管理、应急救援等服务。建设低
空服务管理平台，提供设备（一机一码的
无人机、有人机）的注册登记，飞行前的
审批与管理（操控员资格、企业资质、三
者保险等），飞行中的通信、导航、监视、
气象等能力保障，禁飞区、适飞区划设等
精细化空域管理服务，形成完整的低空
空域管理服务技术保障体系。

打造概念验证平台、检验检测中
心、数据运营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培育
应用场景，举办展会赛事……未来，流
亭机场将围绕低飞经济，形成了全要素
产业链集群，而这些产业链均是在机场
原有资源、数据基础上发展升级后的新
型产业链。

依托流亭机场运营以来积累的人工
观测和自主观测气象数据，结合低空试
飞试验过程中产生的飞行情报、空中气
象、温度湿度、雷达探测、试验试飞等数
据，打造低空经济领域数据产品，为低空
经济开放数据运营场景。联合哈工大、
南航、北航、沈航等国内航空高校，推动
低空产业学院建设，建立“资质认证、实
训教学、技能训练、学科建设、科技创新”
五位一体的低空经济人才培养中心，开
展无人机检测与维修、无人机拍摄等工
程师技能认证培训和无人机操作员职业
技能培训，培养特色学科高层次人才。
立足见效快、影响大的场景，在公共服
务、低空物流、文体旅游等领域先行先
试，吸引低空行业龙头企业参与，打造城
市低空飞行应用示范。在公共服务领域
开展城管巡查、森林灭火、应急救灾、国
土测绘等业务方向的无人机低空服务，
配套建立服务标准规范；发展城市无人
机配送场景，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枢纽
体系，为物流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低空物
流应用服务；打造影视短剧拍摄、空中游
览等空中文旅特色应用场景。

机场要素资源被激活后，这里将举
办各种国际展会赛事。承接具有国际影
响力或全国性低空经济发展高峰论坛、
航空运动赛事和展览，自主举办低空经
济主题的会展、比赛，例如世界无人机大
会青岛分会场、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青岛分会场、青岛无人机竞速锦标赛等，
形成“会、展、赛”一体的低空经济交流新
高地，打造青岛低空自主品牌。

城阳区立足青岛、辐射胶东半岛、面
向全省全国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的任务，
由中科星图北岸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牵
头承担。中科星图拥有低空经济全产业

链生态优势，上游制造、通导监地面设备，
中游三维低空数字网格图、运行管理服务
平台、气象监测，下游应用场景搭建、时空
大数据等生态完备。

“数字之城”

为何重点定位发展数字低空经济？实
际上，城阳区已站在全国数字城市建设的

“桥头”，这为流亭机场数字低空经济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23年1月，城阳区以医疗数据运营
为切入点，实现了全国首单医疗数据产品
交易，并作为全国八大精选案例和特色场
景之一，入选国家工信部发布的《公共数据
授权运营案例集（2023年）》；

2023年4月28日，城阳区揭牌运营了
全省第一个数据要素产业园。先后引进物
元半导体、算能科技、翼方健数、中科星图、
蓝图智库等行业内顶尖企业，支撑数据要
素产业园做大做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以商招商、以企招企，累计挖掘、
培育、引进数商企业80余家。

深邦智能、陈国科技、天启物联网科
技、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等数据要素产业园
内企业，通过打造“机动车尾气排放因子分
析”“企业用电优化解决方案”等数据产品，
以数据赋能城市治理、工业制造、产业运营
等领域数智化、精细化发展，截至目前，产
业园数据要素流通规模突破1亿元。

近年来，城阳区聚力打造数字化转
型服务中心、数据要素流通中心、数据资
产登记评价中心、公共数据运营中心、数
据资产运营中心、算力调度运营服务中
心以及公共数据赋能大模型训练基地等

“六中心一基地”服务体系，会同各类企
业形成了全数据要素生态闭环，坚持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促进数据要
素技术与低空经济产业深度合作，助力
低空产业乘势而飞。

未来，城阳区在数字化建设中大力发
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优化升级宽带网
络，累计开通 5G 基站 5300 个，实现 5G 网
络深度覆盖，基本满足低空网联终端业务
数据传输和空域管理需求；积极推进5G技
术应用，6 个项目获评市“5G 十佳示范场
景”。加速布局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2个项目通过省通管局验收并发证。规划
建设中国移动（青岛）数据中心、中车大数
据中心、青岛电信高新区IDC大中型数据
中心和泽盛润阳大数据中心等4个数据中
心共43516个机柜，目前已建成机柜14285
个，为建设低空数据中心奠定基础。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李利民 乔盼

定位低空，流亭机场“振翅欲飞”
规划一批低空经济先导产业园等 争创山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先导区

如果从 1982 年 8 月
中国民航青岛站复航算
起，到 2021 年 8 月关停，
流亭机场陪伴了青岛人整
整39年。此后3年，流亭
机场的“新身份”成了公众
关注的热点。

其间，流亭机场先后
承接过演唱会、展览等活
动，还被《流浪地球2》作为
拍摄取景地。然而，从国家
战略的大视角发展格局审
时度势，这只是机场未来发
展中的“小插曲”。那么，流
亭机场到底走向何方，才能
将几十年间积累下来的全
要素数据、产业链等优势资
源发挥到最大化？

日前，随着低空经济
产业发展领导干部专家讲
座和系列研讨活动在城阳
举行，流亭机场的“新身份”
慢慢被揭开：规划一批低空
经济先导产业园、低空经济
领航企业和低空经济创新
示范机构，争创山东省低空
经济产业先导区。

扫
码
关
注
﹃
政
青
岛
﹄

了
解
更
多
详
情

曾经的流亭机场曾经的流亭机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