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架直升机从甘孜州森林上空飞
过，飞行观察员专注地观察着地面的情
况，眼前大山延绵、山脉和树林清晰可
见，一切正常。

这是甘孜州应急管理局组织的森
林草原防灭火行动，而直升机来自于
300多公里外的四川西林凤腾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除了航空护林，他们还能提
供空中旅游、应急救援、医疗救援、电力
巡线、农林喷洒等各类服务。

2017年12月，四川成为我国首个
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省份。2018年
和2019年，四川两批试点空域正式启
用，《四川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
（2019-2025年）》也于2019年出炉，提
出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强省。

作为一家已成立8年的通用航空民
营企业董事长，四川省人大代表林孝波今
年带来了三个建议：一是组建和打造“空
中120”应急救援队伍和直升机应急救援
基地，二是加大通航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
度，支持民营通航公司发展，还有一个涉
及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

首个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省份
助力四川通航产业发展

2017年12月，四川成为我国首个低
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省份。按照要求，
四川将集中两年时间，探索构建低空空
域运行管理与服务保障新模式，为国家
加快推进空域管理改革探索新路子、积

累新经验。
很快，全国首家省级低空空域协同

管理机构——四川省低空空域协同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组建成立，试点空域划
设也随之而来。

2018年，四川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
点划定成都平原“四点、三片、一通道”
首批试点空域，面积2100余平方公里。
2019年，四川第二批试点空域启用，在
对首批空域进行优化的同时，将自贡、
北川、金堂通航机场空域纳入试点范
围，试点空域面积扩大了3倍多，达
6700余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两项关键性的改革，简
化审批手续和划设联通飞行片区之间
的通道，大大提高了试点空域利用率。
自2018年12月24日首飞以来，协同管
理空域累计飞行100536架次、26107小
时46分。仅2020年8月，协同空域共计
飞行11600架次、3879小时14分，飞行
架次同比2019年8月（单月3343架次）
增加247%。

低空空域改革的推进，为四川通航
产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条件。
2019年，《四川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
划（2019-2025年）》出台，提出要实现
通用航空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加快建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通用航空产业强省。

建议建设通用航空“双城经济圈”
打通成渝地区低空航线

“可以说我们赶上了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的东风。”林孝波笑言。

西林凤腾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创立8

年，现在运营的直升机有32架，机型涵
盖 空 客 H225、H135、H125，罗 宾 逊
R44、R22，施瓦泽300C等。这里也是
全国最大的直升机培训基地，培养了机
长教员200余名、飞行学员300余名。

“通用航空的应用非常广泛，航空
护林、空中游览、电力巡线、农林喷洒、
警务飞行、航测等等，都可以做。”林孝
波说，他们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航空护
林总站已连续合作8年，在海南、甘肃、
青海、吉林、辽宁、云南、贵州、湖南、四
川、新疆、西藏、内蒙古、重庆等10余个
省区市开展过航空护林等业务。同时
还参加了应急救援行动，比如重型直升
机空客H225，就参与了2019年4月凉山
木里森林火灾的灭火行动。

“通航的应用非常广泛，能够提供更
多的服务。”林孝波说，他建议在四川全
省设立至少50个直升机应急救援基地，
组建“空中120”应急救援队伍，形成15
分钟至30分钟的救援圈，全力参与应急
救援、医疗救援和高速公路救援等任务。

他也希望，能加强通用航空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力度，通过改革引导国有资
本入股通用航空企业，推动通航产业的
发展。

除此以外，林孝波还建议打造通航
“双城经济圈”，在成都和重庆，尤其是
成都的大型公园中建设通用航空直升
机停机坪，除了方便应急救援，也可以
打通成渝地区的低空航线，并且可以在
空中看到两地美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
实习生 杨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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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波建议，在四川
全省设立至少50个直升
机应急救援基地，组建
“空中120”应急救援队
伍，形成15分钟至30分
钟的救援圈，全力参与应
急救援、医疗救援和高速
公路救援等任务。

省人大代表骆登宇：

资阳大足共建文旅融合示范区
要重点探索突破行政区划壁垒

2020年4月，重庆市大足区党政代
表团到四川资阳考察交流，两地签署合
作协议，提出共建资（阳）大（足）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在规划衔接、基础设施、
文旅融合等十个方面开展合作，联合开
发跨区域文化旅游产品。

作为落实国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战略、促进成渝相向发展的重大
举措，以及川渝毗邻地区9个合作共建
平台之一，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如何共建一直备受关注。

1月28日，省人大代表、民盟资阳市委
副主委、资阳师范学校校长骆登宇告诉记
者，此次会议他的重要关注点是“资阳大
足共建文旅融合示范区”。在他看来，下
一步两地要重点探索突破行政区划壁垒、
落实推动示范区加快建设的政策措施。

现状 两地石刻和红色文化突出

翻开地图可以发现，大足与资阳位
于成渝直线走廊，两地可谓山水相连、
人文相亲、经济相通，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石刻文化。去年11月18日，资阳安岳
石刻（紫竹观音）与重庆大足石刻共同
获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新地标”。

相关研究表明，安岳石刻比大足石
刻早约200-400年，两地在造像题材和
内容上有很多共同点，续写了中国石刻

艺术的辉煌，“比如说，大足石刻部分雕
像的匠师籍贯为普州，而普州就是过去
的安岳。”除了石刻，骆登宇谈到，资阳
与大足在红色文化上也比较突出，如资
阳乐至县是陈毅元帅的故乡，而大足区
石马镇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唐赤
英的故乡，基于此，两地都打造有红色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两地的旅游资源虽然类似，但骆登
宇多次调研发现，资阳比起大足还有一

定差距。“比如说石刻，大足石刻已是世
界文化遗产，而安岳石刻知名度不高。”
骆登宇翻出此前调研的照片分析，十万
尊安岳石刻虽然具有“古、多、精、美”的
特点，但文物点太过分散，加之交通不
畅，不少人去了大足后，就停下了继续
向北前往安岳探索的脚步。

找到差距，就要补齐短板。近年
来，资阳市把文化繁荣作为推动城市发
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挖掘特色文
化资源，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2020年国庆期间，资阳雁江区打造的晏
家坝乡村公园、高洞橘乐田园、花溪河
风景区，以及安岳县的圆觉洞、卧佛院
等吸引不少人“打卡”。此外，以烧烤美
食闻名的乐至县也受到不少人青睐。

建议 组建文旅融合发展基金

2020年4月，大足区与资阳市共同
签订《共建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
示范区 构建成渝主轴联动发展共同体
助推成渝中部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双
方明确将在规划衔接、基础设施、文旅融
合等十个方面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两地
毗邻的区位优势，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
适当分离的机制体制创新，打造成渝主
轴跨界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新示范。

目前，从两地谋划的《资阳大足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来
看，资阳将安岳县作为重点核心地区，
在其东南部近20个乡镇规划核心区和
起步区，将重点布局巴蜀文化风情、唐
宋遗风石刻、文旅装备制造、非遗传承
体验、柠香田园度假等主题小镇，打造
巴蜀文化集中展示地、文创旅游目的地
和巴蜀文化风情旅游城镇群。

“再好的规划，如果推进不了也不
行。”骆登宇提到，跨省域的合作共建，
重点是要探索突破行政区划壁垒、落实
推动示范区加快建设的政策措施，尤其
在资金、土地、人才、政务环境等方面制
定工作方案。

对此，他建议由川渝两省（市）高层
推动、财政支持，省级国有企业和资阳、
大足共同出资，组建文旅融合发展基金，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探索制定资阳大足
文旅融合项目成本共担、财税及指标的
利益分享机制，重点在产业转移与协作、
跨区域项目共同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异
地落户等方面探索建立利益分享机制，
细化研究“资本怎样投、项目怎样落、财
税怎样分”，在经济指标划分、创新税收
分成等方面先行先试，将成都、重庆对文
旅发展实施的试点政策复制至资阳、大
足，保障双方长久持续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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