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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成都高新区企业吉利沃
飞长空的全球总部基地开工活动在成都
未来科技城举行。该项目位于成都未来
科技城低空经济（飞行器制造）产业园，
此次开工的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30亩，
规划建筑面积2.67万平方米，项目建成
后，主要用于沃飞长空自研AE200（电动
垂直起降飞行器）的批量化生产。

开工建设
沃飞长空商业化进程“起飞”

当天的开工活动现场，一架AE200
验证机赫然立于眼前，黑白金属外观，8
个旋翼分布于两侧，远远看去，既显精致
又极具科技感。

“今天，我们迎来了沃飞长空发展历
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的全球总
部基地正式启动建设。”沃飞长空CEO
兼首席科学家郭亮致辞说，项目的开工
建设，也意味着沃飞长空的商业化进程
即将“起飞”。

今年3月，“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各地的城市加速
角逐“天空之城”。

成立时间不长，但沃飞长空已在业
内拥有多个标签。短短一年多，先后拿
下三轮融资；旗下AE200验证机，已在
今年6月完成了全倾转验证飞行，成为
中国首个、全球第二个完成该类试验科
目的eVTOL。

不久前，沃飞长空的首款自研
eVTOL产品AE200批产构型相继在
成都、珠海航展亮相，让人们近距离了
解并感知未来低空交通的形态，并于
珠海航展签下首批120架AE200意向
采购订单。

计划明年
进行密集的载人测试飞行

沃 飞 长 空 在 珠 海 航 展 上 发 布
AE200批产构型，意味着其不仅完成了
eVTOL产品的核心技术研发，更进入了
适航取证与量产的关键阶段。

量产之前，企业还面临基础设施、技
术路线、商业模式、监管创新等关卡，需
要逐个跨越。

一方面，是适航取证。当前，国内民
用航空器适航需要取得“三大通行证”才

能投入商业运营。AE200是全国首个
获得批复申请和受理的有人驾驶载人
eVTOL，今年10月，沃飞长空成功召开
了2024年AE200型号合格审定委员会
年度会议，适航进程在业内领先。

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将以更极限
的飞行条件去进行各种科目的飞行试
验，如高温、低温等各类极限环境考验，
以及最大时速飞行与刹停的可靠处置验
证等，并计划于明年开始进行密集的载
人测试飞行。这意味着，AE200的适航
取证工作有望在2026年实现。

另一方面，一个产品想要真正投入
市场，成本亦是关键，“因为用户需要既
便宜又好”。

目前，沃飞长空AE200使用的充电
系统，正在与吉利旗下极氪的800V高压
充电系统进行深度的技术融合与验证，
有望在eVTOL领域率先出台电动航空
器极速超充的使用标准。

公开资料显示，从供应链角度看，
eVTOL零部件有70%至80%与新能源
汽车重合。

取证与制造双轨加速，“成都造”
AE200的“商业化”，已近在眼前。

批量生产
助力成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今年5月，成都高新区与吉利控股
集团、吉利科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宣布沃飞长空全球总部及生产制造基地
项目正式落地成都高新区未来科技城。

为何选择成都？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未来科技城立足航空及卫星产业
园，构建“低空”融合发展生态的发展定
位，映照了沃飞长空启动全球总部基地
的步调。

一方面，成都正积极创建国家级航
空航天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航空
材料相关企业已超200家，传感器相关
企业超90家，雷达相关企业、导航系统
企业均过百家。另一方面，今年9月，淮
州通航机场获批划设国内首个阶梯式低
空空域，使得机场原有低空空域飞行高
度提升至三倍，帮助沃飞长空完成更多
测试任务。政策端的发力，有望加速沃
飞长空的商业化。

未来，“成都造”AE200产品的批量
化生产将助力成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柴枫桔

有着“高原明珠”之称的四川泸沽湖，
位于凉山州盐源县，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
的“母亲湖”，摩梭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

2023年12月，《四川省泸沽湖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
对泸沽湖在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修复、
水污染防治、绿色修复等多个方面提出
具体要求。一年时间过去，这里取得了
怎样的成效？又如何做到“含绿量”和

“含金量”双重提升？12月10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跟随2024年“四川环
保世纪行”媒体采访团一起来到泸沽湖，
了解这里的山水“变形记”。

保护
“不让一滴污水流进泸沽湖”

冬日的泸沽湖，晨雾缭绕，即使寒风
阵阵，依旧阻挡不了游客的脚步。

作为泸沽湖高原淡水湖泊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草海一直是泸沽湖“亮湖”水
体外泄的唯一通道，也被称为泸沽湖生态
系统的“肾脏”。在此之前，这里曾一度因
为水草过度生长，加上上游集雨区影响，
导致草海水流淤堵不畅，沉淀物回流，水
草腐化，草海的自净能力出现问题。”

从2022年7月开始，当地对草海里
多余的草甸进行人工切割清除，最深清
理深度达80厘米。截至目前，草海总修
复面积达5.2万多平方米，草海中部区域

水质总体达到Ⅱ类标准，草海出湖口水
质总体达到Ⅲ类。“越来越多的水鸟重回
草海。”泸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
作人员王明全说。

鸟儿再次“回家”的地方，还有女神
湾。这个有着“世界上十大日落最美景
观拍摄点之一”之称的地方，曾经因当地
居民排放污水不当，水鸟一度离开。

2021年，为了对女神湾附近水域进
行生态修复，当地对居民实行生态搬
迁。生态搬迁也是《条例》中针对环境保
护提出的解决方法之一。据了解，截至
今年6月，四川泸沽湖已完成77户生态
搬迁任务，女神湾的生态逐渐恢复。

“不让一滴污水流进泸沽湖”，秉持
这样一份信念，在严格管控下，泸沽湖的
污水治理有了明显改善。据景区管理局
局长杨正伟介绍，泸沽湖水源分为3个

区，包括可供文旅开发且需兼顾生态治
理的实验区、可进行科学考察需进行严
格监测的缓冲区、禁止一切人为活动的
核心区，每个区域都有严格的区分。

在泸沽湖母支污水处理厂里，几台
机器监控着进出水源的各项指标，目前
该污水处理厂可日处理污水5000立方
米，日处理出水水质达到城镇一级A标，
全覆盖解决周边7个村2387户经营户和
农户的污水问题。

平衡
让“生态经”变“生意经”

“下一步，我们想找到保护和发展的
平衡点，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盐源生态环境局局长阿学林说，如何能
在高水平保护的同时寻求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实现“含绿量”和“含金量”的双重

提升，当地一直想要找到“破题之钥”。
有着“国家级传统村落”之称的达祖

古村落，摩梭传统建筑风貌保存良好。
2023年底，当地政府启动达祖乡村振兴
和文旅提升项目，在保护古村落风貌和
摩梭文化的同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在《条例》的指引下，规划有了更清晰的
方向。“每一次规划之前，我们会请各方
面的专家对方案进行审查，规划出来后
还会请景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审核，请
相关部门进行土地利用的审查，层层审
定后，我们再进行开发动工。”众欣文旅
盐源项目公司负责人刘忠介绍说。

除了严格审核，当地也试图用“他山
之石”，找到一条新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协同的路径。云南省宁蒗县三家村，
地处泸沽湖境内，这里宽阔的湖滨带，为
当地旅游打造了更多元化的场景，收到
不少游客青睐。

学什么？如何学？景区管理局规划
保护科副科长黄续军说，除了学习三家
村对湖滨带的拦截沉积、排水等方面的
经验，还要学习他们对湖滨带资源的开
发利用，让“生态经”变“生意经”。“之后
我们会合理运用四川泸沽湖沿线40多
公里的湖滨带，例如在情人滩打造百米
沙滩，在女神湾打造新的日落观景区，增
强景区的吸引力，让更多游客留下来。”
黄续军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
芊 杜江茜摄影报道

守初心 强“四力”助发展

吉利沃飞长空全球总部基地开工活动在成都未来科技城举行

“成都造”飞行汽车量产进度刷新

找寻保护与开发的“天平”

四川泸沽湖如何让“含绿量”和“含金量”双重提升？

▲沃飞长空全球
总部基地在成都
未来科技城启动
建设。

◀AE200全倾转
过渡飞行。

沃飞长空供图

达祖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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