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着风口看上海新质生产力④

成群结队的飞行器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

穿梭——科幻电影《第五元素》中的一幕场景

至今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也打开了人们对城

市未来交通的想象空间。20多年后，幻想正

在变成现实。

从2022年国家民航局发布《“十四五”通

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到去年工信部等四

部门联合发布《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

（2023-2035年）》，国内空中出行领军企业御

风未来明显感觉到“水暖了”。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

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让御风未来

的市场热度一路走高：在位于张江科学城的

研发中心办公室里，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谢陵不知道接待了多少投资人，有人甚至

“去而复返”。

随着航空器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

从未向人类大规模开放的“低空”正孕育

着无限商机。而要抢占风口“弄潮”低空，

以“人人可享有的空中出行”为愿景，御风

未来正从首飞向适航迈进，逐步开启商业

布局。

低成本+高安全，打开低空经
济大门

一般来说，低空是指地面以上、3000米

以下的空间区域，这片空间之所以很少为人

所用，原因之一就是“不划算”。谢陵为记者

算了笔账：过去，低空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直

升机，8至10分钟的飞行价格高达1500元，

主要是因为飞机保养费用高昂，还需配备驾

驶员。

如果有一种航空器，能在30分钟内将你

从人民广场送到临港新城，只需花费250元，

是否愿意尝试？谢陵说：“当航空器的价格降

至直升机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打飞的’和‘叫

差头’差不多一个价时，也就开启了低空经济

的大门。”

这是谢陵对低空经济的最初想象。2016

年，他与同事刘十一告别并肩奋斗了多年的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在浦东一个

月租1500元的民房里开启了创业之路。他

们的目标是设计制造出全世界性能最好的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使用纯电能

源，起降无需跑道，也不需要驾驶员。

eVTOL的技术原理与直升机完全不同，

电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是它的主要标签，也

是相较于直升机能大幅降低成本的关键。

比如，由于发动机机械结构复杂且成本高

昂，一台直升机一般只能装配1至2台发动

机，而eVTOL使用的是机械结构简单的电

机，可同时装备10至20台。这一“冗余”设计

使eVTOL的安全系数有望达到民航客机等

级，即每飞行10亿小时才允许出现一次灾难

性事故。

去年10月，御风未来自主研发的2吨级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M1成功首飞。这是一

架瞄准载人的eVTOL，有5个座位，与一辆小

汽车的座位数相当，设计航程为250千米，巡

航速度为200千米/小时，能够满足城市内及

短距离城市间1小时内的通勤需求。

“遵循民航局在《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

中所提出的‘先郊后城，先货后人，先隔离后

融合’的原则，今年我们将为M1货运型申请

适航证，前几天该申请已被受理。”谢陵说，适

航证即“准飞证”，拿到适航证后，M1即可开启

在货运方面的商业布局，比如他们正打算与

一家物流公司合作，在城市间高频运输高价

值货物。

从飞起来到飞得好，探索低空
飞行标准与规则

我国在推动无人驾驶航空器发展方面可

谓胆大心细。去年10月，国家民航局颁发了

全球第一张无人驾驶载人eVTOL适航证，受

到广泛关注。

不过，谢陵说，即便M1货运型适航取证

顺利，也不意味着很快就能“打飞的”，人类在

载人商业飞行这件事上总是万分谨慎。例

如，国产大飞机C919于2017年成功首飞，但

去年才完成首次商业飞行。

如果说去年是御风未来旗下产品M1“飞

起来”的关键年，那今年公司的整体目标就是

“飞得好”。不久前，御风未来与7家同赛道

公司（其中 4家为上海企业）迈出了统一

eVTOL电芯行业标准的第一步。电芯为航

空器提供动力，相当于“心脏”，目前航空器

电芯大多是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改造而来，

设计样式五花八门，对管理来说亦是负担。

统一电芯设计标准，将有助于行业走向标准

化、规模化。

▼ 下转第二版

眺望    米以下未向人类大规模开放的空域，御风未来擘画人人可享的空中出行

从首飞到适航，低空经济畅想未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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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先后在瑞士达沃斯和日内瓦万国宫
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
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
篇历史性演讲，从历史和哲学高度，
以全球和全局视野，阐释中国的经济
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深刻作答“人类社会何去何从”
这一根本性问题

■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
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人们清
醒地看到，习近平主席7年前在达沃
斯演讲中指出的三大突出矛盾，依然
是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
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
全球化走向。”

■ 从联合国讲坛到双多边外交
舞台，一次次娓娓道来，一次次真诚
呼吁，一次次起而行之。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已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
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
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连续七
年写入联大决议，不断拓展延伸到各
个地区、各个领域，成为引领时代前
进的光辉旗帜

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感悟习近平主席两场历史性演讲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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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嘉旖）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昨天
召开，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徐惠丽为市数

据局局长；免去谢闻波的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任命沈英明为上海海事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 下转第四版

审议并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等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吴清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吴清指出，五年来，上海广大青年踊跃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充分展现了向上向善、敢闯敢干的青春风采。各级青联组织牢记

嘱托、砥砺奋进，各领域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 下转第四版

市青联十三届一次全会召开 吴清讲话

一以贯之当好“施工队”“青年突击队”

梅兰芳在上海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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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鹏）巩固提
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到2023

年底，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80%，比“十三五”末提高了

10个百分点；全市开设托班的幼

儿园共有1227所，开设托班的幼

儿园占比已达到75%……昨天发

布的《上海市全面建设高质量幼

儿园蓝皮书（2023年）》（以下简称

《蓝皮书》）显示，上海学前教育发

展态势良好，学前教育与托育服

务的高质量发展，正全面助力提

升上海儿童早期发展水平。

最新发布的《蓝皮书》由上海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师

教育学院（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学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编制。据

统计，到2023年底，全市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93%，比“十三

五”末提高了5个百分点，并且有

多个区已达到或接近95%的发

展目标，全市公办幼儿园教师接

受专业教育的比例为98%。全

市幼儿园班额达标率为97%，且

总体上各区的达标水平较均衡。

《蓝皮书》建议，各区要进一

步关注教师队伍年龄结构、高级

教师分布状况等影响因素。按照

“每所公办幼儿园至少配备1名

高级教师”的要求，目前，全市幼

儿园高级教师人数达标比例为

73%。部分教师队伍相对年轻化

的区域，在该指标上暂处于劣

势。未来，随着青年教师专业发

展不断成熟，高级教师达标情况

有望随之提升。

此外，高质量幼儿园全面建

设启动以来，各区在优化资源布

局、加强队伍建设、开展集团化办

园等各方面给予了政策机制保

障，《蓝皮书》精选了一批具有代

表性的生动案例。如松江区专门

编制公办幼儿园强基提质、民办

幼儿园普惠达标、新建幼儿园高

起点办园等工作计划和相关推进

时间表、路线图，加大专项经费投

入；嘉定区通过“雁阵发展”项目，

重点打造园长、骨干教师和新教

师队伍；徐汇区出台学前教育集

团化办学实施方案，组建完成5

个学前教育集团，实现区域内公

办幼儿园集团化办园全覆盖等。

活动现场，国家儿童医学中

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与市教委

信息中心学前教育信息部还联合公布了上海儿童早期发展

水平调查监测的情况。结果显示，不同家庭教育水平的儿

童在经过学前教育后，早期发展水平差异逐步缩小，上海儿

童肥胖发生率、儿童屏幕暴露时间等均显著下降。比如，本

市3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后，发展符合正常轨迹的比例逐年

提升，由小班入园时的84.3%提升至大班毕业时的91.7%。

此外，通过家园合作联动，儿童早期发展和心理健康水

平持续提升；上海儿童亲子活动频率也在显著增加。相较

于2016年，2022年每周超过三次亲子运动和亲子阅读的家

庭在人群中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4.7%和13.4%。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将积极优化资源布局、不

断提高保教队伍素质，扎实推进科学保教实施，朝着全面建

设高质量幼儿园的总体目标不断前行，努力办好家门口每

一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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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去年申城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3.7万亿元，同比增长  .7%

上海网上年货节启动，
“质价比”成消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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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公布“柏林爱乐在上海”项目和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合作计划，传递令人振

奋的“艺术之声”：享誉全球的柏林爱

乐乐团将重返上海，北京人艺将集结

《茶馆》等大戏来沪驻演，“上海主场”

将迎来贯穿全年的高光。

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广发“英雄帖”，拟邀维也纳爱乐乐

团、伦敦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斯巴达克

斯》、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驯悍记》、

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舞姬》《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名团名作相聚浦

江之滨。

“上海主场”魅力何来？“上海对

全球艺术家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申城

观众不仅具有欣赏高品质艺术的素

养，也具有一定的文化消费能力。”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佳

露表示，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吸引

“天团”来沪驻演，或将成为演出市

场的新常态。“我们一直积极探索如

何增强全球演艺资源配置能力，搭

建灵活通畅的渠道，适时引入国内外

顶尖艺术团体，为申城打造全年文化

热点。”

整合优势资源，打造全
年文化热点

“古典乐天团”柏林爱乐与中国

内地乐迷的缘分，始于1979年指挥大

师卡拉扬率团首次访华。此后，乐团

于2005年、2011年、2017年数次来中

国巡演，曾引发申城乐迷通宵抢票的

热潮。 ▼ 下转第五版

柏林爱乐将重返申城，北京人艺将集结《茶馆》等来沪驻演，
更多名团名作相聚浦江之滨——

艺术的“上海主场”魅力何来？
■本报记者 宣晶

右图：“柏林爱乐在上海”项目

海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供图）

忙活两周熬出五大锅腊八粥
■   岁的孙鸿银和她所在的宝怡乐志愿服务

队忙活两周，为社区居民和户外工作者等熬出五
大锅腊八粥。大家哈出的雾气映着一张张笑脸，

“一口粥下去，就有年的味道了”

腊八粥香寓意对过年的期待
■ 热闹的迎新乐曲里，黄浦区    年中华年

俗展示体验活动昨天在大世界举行，吸引了众多
市民打卡，其中最重要、人气最旺的活动都与腊
八粥有关

城市建设者尝到家乡的味道
■ 在上海市区最大的旧改项目——中建八局

上海公司安康苑一期项目工地现场，城市建设者
们热热闹闹过起了腊八。这处工地逢年过节都
会有类似的活动，让回不了家的工友们一解思乡
之情

“粥”到服务暖人心，沪上社区居民和城市建设者热热闹闹过腊八

“一口腊八粥下去，就有年的味道了”

 详细报道刊第二版

▼宝怡乐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

者为社区老人送

上腊八粥。

▲户外工作者喝上了宝怡乐志愿服务队熬制的

腊八粥。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