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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滑翔伞，感受翱翔天际的速度与

激情；乘坐直升机低空游览，换个角度鸟

瞰8D山城风光……这个“五一”假期，刺

激、好玩的低空飞行体验成为“新宠”，不

少市民和来渝游客用“飞行模式”打卡山

城。

市委军民融合办统计，在4月30日至

5月5日举行的2024首届重庆低空飞行

消费周期间，全市重点飞行活动区域吸引

客流量近51万人次，飞行架次2220次、

飞行小时数1108小时，消费者参与领取

消费券 4.4 万张，拉动低空飞行消费

225.78万元，全市共签约低空经济意向协

议17个、协议投资金额20亿元。

多个景区涌动“低空飞行热”
4月30日，一场刺激、浪漫的“空中婚

礼”在两江新区龙兴通用机场举行。

这场别出心裁的“空中婚礼”是两江

新区首届低空飞行消费活动的一项。在

“五一”低空飞行消费周期间，巴南、梁平

等多个区县，以及长寿湖、龙水湖等多个

景区均设立低空飞行活动区域，处处涌动

“低空飞行热”。

“刺激，好耍！”5月2日，在长寿湖景

区，一位90岁老奶奶体验了一把水上飞

机。

“3、2、1，跳！”在梁平机场重庆攀达

高空跳伞基地，不少游客体验了肾上腺素

飙升的跳伞刺激感。

穿好制服戴好墨镜，跟随机长口令操

纵驾驶台，游客吴先生在巴南南坪坝岛飞

行基地沉浸式体验了飞机驾驶乐趣。“从

空中俯瞰河流、山地、建筑，山城独特城市

风貌一览无余，很刺激！”飞行基地负责人

说，“五一”期间，基地飞行预订量逐日攀

升，每天飞行近200架次。

首批6个试验区发力低空经济
低空消费“搭台”，低空经济“唱戏”。

此次消费周期间，两江新区、梁平、大

足等多地设置飞行活动区域，集中推出多

种低空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积极围绕低

空经济“做文章”。

两江新区首届低空飞行消费月活动

现场，该区成立两江新区低空经济产业发

展共同体、成渝地区机场低空航路共同

体，建设低空经济产业聚合平台和协同创

新平台。

在首届低空飞行消费周梁平分会场

暨2024梁平低空云夏节启动活动上，梁

平区与中国邮政、中电科翌智航等多家企

业，围绕低空经济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建

设、中大型无人机飞行测试基地等多个项

目达成合作。

大足亦在该区首届低空经济嘉年华

启动仪式上，与相关政府部门和多个行业

企业达成航空零部件研发制造、通用航空

研发、低空飞行基地建设等项目协议，为

发展低空经济注入新动能。

“低空经济是当前国家重点建设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体现。”市委军民融合办负责人表示，

此前我市揭牌巴南、永川、大足、梁平、武

隆和两江新区作为首批低空经济先行试

验区，这6个试验区将抢抓低空空域改革

发展机遇，推动重庆建设低空经济发展高

地。

持续开展低空飞行跨省合作
2023年，重庆被列入国家级国产通

用航空装备物流运输领域创新应用试点

城市，全市低空经济发展进入厚积薄发阶

段。

今年以来，重庆不断拓宽低空飞行应

用场景和合作范围，低空经济发展步伐持

续加快——

1月，市内开通“梁平—黔江”“黔江

—万州”等5条短途运输航线。

3月，川渝两地签署跨省协作推进低

空空域协同管理合作备忘录，实现两地机

场联网、常态化飞行。

5 月，首届重庆低空飞行消费周启

动，低空消费逐步成为“大众体验”。

……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目前重庆已初

步形成“设计研发+高端材料部件+航空

发动机+无人机整机制造+机载设备+运

营服务+卫星应用”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同时不断加快通航产业发展，完善基础设

施配套，探索低空领域应用场景，培养出

一批行业专业人才。

市委军民融合办表示，接下来我市

将继续试点打造低空应用场景，以固定

低空飞行空域和航线方式，优先支持低

空飞行活动有需求、基础设施有保障的

市场主体先行先试；支持相关区县、园

区、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低空飞行应用

试点。

另外，重庆还将持续开展低空飞行跨

省合作，继此前同四川签署全国首个跨省

低空合作备忘录，共同开通西南地区首条

跨省低空目视航线后，我市还将加强与陕

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周边省份合

作，推动形成“六省一市”跨省低空飞行联

盟。

据《重庆日报》

低空经济迎风“起飞”
首届重庆低空飞行消费周揽客51万人次，拉动低空飞行消费225.78万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夏 元 见习记者 肖 乔

重庆日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记者4月30日从国家外汇管理

局重庆市分局获悉，今年，在国家外汇管

理局支持下，重庆将落地5项新的外汇改

革政策，持续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

化水平。

这5项新的外汇改革政策分别是：将

“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的办理方式，由

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调整为银行直接办

理；针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内收付汇与进出

口主体不一致类企业，简化办理货物贸易

外汇收支手续；放宽银行办理A类企业货

物贸易特殊退汇（非原路退回或退汇时间

超 180 天）免于登记的业务权限，优化B、

C类企业延期收付汇业务办理；将在渝注

册的、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外债、境外

上市等外汇业务登记，改由银行直接办

理；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时，在重庆

市注册的被投资企业或股权出让方免于

办理接受境内再投资登记手续。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积极推进外汇

管理改革创新政策拓面增量，取得积极进

展。

一方面，重庆不断扩大优质企业贸易

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覆盖面，重点支持专

精特新、中小微企业和核心供应链产业链

企业；另一方面，重庆将科技型企业纳入

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范围，支持符合条件

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可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自主

借用外债。

此外，近年来，重庆还持续推进合格

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对外投资试

点。截至2024年3月末，10家企业获得

试点额度16.8亿美元，7只基金已实现对

外投资。

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今年重庆将落地5项外汇改革新政策

重庆日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针对电动车换电柜可能引发的安

全问题，加强有关立法问题研究；加强开

发区条例等重点法规项目立法调研……

近日，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召

开，通报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立

法计划》的有关情况：今年市人大常委会

将审议立法项目22个；立法计划还确定

预备项目18个，调研项目27个，审查批

准项目1个。

市人大法制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4年重庆将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立法，

加强创制性立法研究。当前，立法计划正

有序推进实施。

截至目前，按预定安排提请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法规案7件，涉及中小企业

促进条例、消防条例、安全生产条例、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等重要法规，完成

率占审议项目总数的31.8%。

锂电池换电柜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衍生出来的电动自行车充换电产

品。作为一种新型充电解决方案，锂电池

换电柜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但因相关标

准体系、监管机制不健全，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

为推动新业态健康发展，4月中旬以

来，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锂电池换电柜安

全监管工作立法调研，并举行座谈会听取

相关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

聚焦新业态新模式加强前瞻性立法

研究，聚焦重点领域、新兴领域、重大改革

任务等开展创制性立法，是我市以良法促

发展、保善治的生动缩影。

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创制性立法

研究，加快推动协同立法步伐，围绕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

战略走深走实，提前介入关于川渝高竹新

区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5个协同立法项

目；围绕“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加强

土地管理条例、开发区条例等重点法规项

目立法调研。

社会发展有需要，人民群众有呼声，

立法工作有回应。

梳理立法计划，包括重庆市川剧保

护传承条例（制定）、重庆市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条例（制定）、重庆市轨道交通条

例（修订）、重庆市停车管理条例（制定）

等在内的多个审议项目，备受各界长期

关注。按照安排，5月下旬，市人大常委

会会议将初次审议重庆市川剧保护传承

条例。

据了解，为积极推进立法计划有序实

施，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数字立法应用平

台建设，着力构建立法全生命周期闭环工

作机制；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

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沙坪坝基层

立法联系点和市人大常委会10个基层立

法联系点的常态化工作指导。市人大常

委会将始终坚持质量为先，深入推进重点

领域立法，积极探索创制性立法，着力构

建大成集智、高效协同的地方立法工作格

局。

加快推进创制性立法协同立法

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立法项目2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