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空+文旅”带来丰富体验新玩法

“从空中看三亚的海景，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在海南最大的跳
伞基地——三亚塔赫跳伞基地，内
蒙古游客王晓玲体验了固定翼跳伞
后难掩兴奋。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三
亚塔赫跳伞基地日均接待量较平日
增长约 70%，2024 年基地接待跳
伞客人超过1万人次，今年一季度
已经达到 6000 人次。三亚塔赫极
限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恩
铭说：“低空旅游以高空视角赋予
传统景区全新魅力，尤其受年轻群
体追捧。”

安 徽 九 华 山 风 景 区 ， 5 月 3
日，在直升机轰鸣声中，合肥游客
王强一家俯瞰春日山景，连声惊
叹“半小时太值了”！项目运营负
责人刘留告诉记者，目前，该游览
项目共开设3条航线，体验时间在
5分钟到25分钟之间，价格区间在
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据赛迪顾问预测，我国低空
经济规模有望在2025年跨越8500
亿元大关，2026 年有望达到万亿
元级别。去年以来，多个省份积
极规划设计低空应用场景，探索
特色旅游飞行航线等低空文旅新
业态。

记者走访看到，以载人直升机
为主的低空观光项目正从“小众体
验”迈向“大众消费”。重庆巫山
开通直升机俯瞰长江三峡项目；江
苏苏州开通金鸡湖、苏州古城等低
空观光航线；安徽肥西县祥源·花
世界旅游度假区正在打造空中赏花
项 目 ， 为 游 客 带 来 “ 空 中 观 花
海，云端瞰江淮”的全新体验……

科技赋能下，低空文旅应用场
景深度拓展，不仅丰富了文旅业
态，也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多点
开花。

无人机演绎的灯光秀正在点亮
夜经济。自 4 月 19 日起，重庆将

无人机灯光秀从“节庆限定”升级
为常态化展演，5000 架无人机编
队以“月月焕新”模式，演绎“山
水人城”联动的视觉奇观；“五
一”期间，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祥
源 齐 云 山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度 假 区
内，约 1100 架无人机每晚准时腾
空而起，展现出仙鹤、宝剑、榔梅
花等文化元素，吸引游客打卡。

无人机表演带动酒店、餐饮商
家纷纷推出“观演套餐”。重庆市
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丁瑶说，“无
人机+夜景”的组合拳，推动
文旅业态向立体化、科
技化转型，形成“空
中消费+地面服
务”的全新产业
链 条 ， 助 力 打
造“低空+”文旅
生 态 ， 让 “ 流
量 ” 直 接 转 化
为“销量”。

A09小天下 深度报道◎2025年5月15日 星期四
◎责编/刘杰 美编/石帆 审读/周广玲

“低空+旅游”
如何激发消费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吴慧珺 周慧敏

从蓝天“一跃而下”体验跳伞乐趣，在直升机上俯瞰山河，于城市烟火中欣赏
一场无人机灯光秀……随着各地低空文旅项目“上新”，低空经济以“云端视角”持
续点燃消费热情。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低空+旅游”正以立体化体验塑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激
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空中引擎”。

政策助力低空文旅“高飞”强支撑

低空文旅的“腾飞”离不开政
策赋能。低空经济连续两年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 方 案》 明 确 支 持 低 空 消 费 发
展，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支持低空文
旅发展的各项举措。

“真金白银”推动产业发展。安
徽合肥提出，对开设经民航部门审
批的载人 eVTOL 航线的企业，分
类别给予补贴，其中观光旅游类航
线每人 100 元/架次；重庆开展低
空飞行消费周，今年共发放 3000
万元低空飞行消费券，今年活动期
间拉动消费超5亿元；江苏苏州支
持低空载人观光，对开通观光航线

的企业，每增加一条新航线给予2
万元补助，每家企业最高50万元。

“ 建 圈 强 链 ” 促 进 融 合 发
展。海南三亚推动低空旅游产业与
酒店民宿、会议展览、节庆赛事等
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四川鼓励发展
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新型文化业
态、文化消费模式，支持举办航空
会展、航空论坛，支持开发低空文
创产品。

持 续 推 动 应 用 场 景 “ 上
新”。浙江提出，支持发展电动垂
直 起 降 航 空 器 观 光 、 热 气 球 环
游、滑翔伞运动等低空农文旅活
动；四川支持建设航空运动体验基

地和航空飞行营地，举办大
型航空体育和无人飞行器等赛
事活动；海南提出，拓展低空飞
行器旅游观光场景，支持海口、三
亚等环岛旅游公路沿线市县，结合
驿站布局开通直升机、eVTOL、飞
行汽车等低空旅游观光线路。

国 际 先 进 技 术 应 用 推 进 中
心 （合肥） 执行主任程羽说，在
政策驱动下，各地通过创新推出
多元化低空文旅体验，撬动文旅
消 费 市 场 ， 更 通 过 常 态 化 运
营、文化融合与产业链延伸，让
低 空 经 济 成 为 文 旅 产 业 升 级
的“空中引擎”。

多举措推动低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谋长远

“低空+”打开文旅想象新空
间，如何能“飞得更稳”？

“低空文旅作为新兴业态，行
业发展初期难免出现人才短缺、运
营不规范的短期乱象，一窝蜂上项
目、同一区域同质化竞争也时有发
生。”海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秘书长
徐丽文说，近年来，协会一直呼吁
运营企业进行人员、飞行器材、运
营场地备案，并运用行业协会的专
业力量，引导和鼓励企业规范化
运营。

受 访 人 士 认 为 ， 需 通 过 政
策、技术、场景与生态的多维协
同，破解成本高、项目同质化等问

题，释放低空文旅市场活力。
“要吸引低空领域的高端人才

留下来。”徐丽文建议，发展低空
旅游要从旅游观光、赛事经济、应
用场景开放等方向着手，鼓励相关
企业落地，实行低空人才落户补
贴，推动当地低空经济人才储备
发展。

差异化竞争成为破局关键。祥
源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董事
长梅岭以无人机表演为例：“必须
深 挖 本 地 文 化 ， 避 免 千 篇 一
律。”她提出构建“低空文旅品牌
矩阵”，联合文旅、科技企业打造
区域 IP，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精

准营销提升转化率。
海南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陈耀

建议，以海南为例，未来可推动利
用海南自贸港政策对低空设备的展
销和交易，进一步吸引低空设备组
装、研发和制造企业，逐步形成海
南特色的低空经济产业链。

向云端，探新路，低空文旅高
质 量 发 展 还 需 技 术 创 新 持 续 赋
能。程羽认为，各地可探索推动轻
量化、低成本设备研发，推动低空
场 景 的 创 新 ， 拓 展 “ 低 空 + 研
学”“低空+康养”等模式，“未来
低空旅游将不止于‘天上飞’，更
要实现‘地上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