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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游人坐飞艇看重庆夜景

2018 年，应该是贺小灵快退休的年
龄。这一年，单位组织到德国考察，他作
为重庆交通战线上的一员老职工，有
幸参加。

在德国，贺小灵接触到了“智
慧交通”这个概念，同时，也看到
了载人飞艇。回国后，适逢市委
市府组织举行“重庆高品质旅游
发展会”。明确提出重庆旅游应
该提档升级，打造高品质的旅游
项目，促进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虽然已经接近退休，但贺小
灵丝毫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
想法，他要继续拼搏。日思夜想中，
他想到了重庆提档升级的交通旅游事
业，山城夜景美如画，很多外地游人是冲
着夜景来的。

怎样从天上看呢？坐飞机，显然不现实；坐
热气球，缺乏安全感。于是他翻资料，查历史，他终于想
出了个金点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原来“重庆高品质旅游
发展会”之后，文旅部门打出了广告，征求重庆文旅发展
的“金点子”，贺小灵的“旅游飞艇”建议获得了金点子奖。

当时，重庆正在成为网红城市，大量的游客涌入了山
城，给旅游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如何看山城璀璨的夜景？上南山一棵树，上两江游
轮。一个在水上看，一个在山上看。

能否在空中看呢？于是，载人低空旅游飞艇的概念
逐渐明确。

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是用小时来计算的。但飞
艇飞行的时间却可以用天数来计算。美国小说家沃尔特
《在云端》中写到，人类迄今为止能从事的最高贵的征服，
就是征服了豪迈而彪悍的大型飞行器，这里指的不仅仅
是飞机，还有载人的大型飞艇。

能够载人上天的飞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
在100多年前，第一艘用于载人的商业飞艇就已经研制
成功了。

但在我国，载人飞艇却是一片空白。

开始艰难的创新之旅

我国没有，重庆更没有，我们能不能够把飞艇搞出
来？这个问题令贺小灵苦苦思索。

经过许多不眠之夜，这位花甲老人决定搏一搏，他成
立了一个“智慧交通”技术协会，专门研制重庆自己的载
人旅游飞艇。没有经费，就拿出自己的养老金。

什么叫智慧交通？对于贺小灵来说，这也是一个崭
新的课题。

贺小灵告诉笔者，“智慧交通指的是一比一地复原整
个交通路网，直观展示全域交通状况，同时对接交通路网
上包括监控、智慧斑马线、交通信号灯、智慧喷淋、照明灯
组、智慧井、智慧垃圾桶等，实现设备故障实时报警，以及
手动控制，参数智能控制等。这载人飞艇，实际上属于智
能交通的范畴。有一条要说明，那就是在智慧交通技术
的指导下，飞艇才能成功飞上天。”

要想成立智慧交通技术协会，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
事，要人员、要经费、要高科技，更要政府支持、有关单位
审批。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根本不可能办到。

而贺小灵，就在千辛万苦中拉开了载人飞艇制造的
序幕。

他天天奔波在飞艇成功上天的梦想中，联络各方力
量、拜访专家内行、撰写汇报材料，向有关职能部门申
请。即便在疫情期间，他也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

他自己出差旅费，来到了位于湖北的中国航天工业
集团特种航天器材研究所，找到了相关专家，

一起讨论如何制造出载人航天飞艇。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前，我国

第一艘载人飞艇终于试飞成功了。
由中国航天工业集团特种航天器
材研究所制造的载人飞艇，是由
氦气作为提升力的高科技产品。

稍后，贺小灵申请的“重庆
智慧交通技术”协会也获得了
科协和民政部门的合法批准。

万事齐备，只等商业试飞
年满一年，合乎职能部门要求，
就可以载人上天旅游了。

载人上天还有问题要解决

真的要载人上天，还有很多的
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是安全问题。贺小灵说，这应

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首先，载人飞艇好
比航空母舰，有若干个各自独立的舱体，每
个舱体中充满了氦气，即便有个别舱体
出了问题，也不会掉下来。飞艇有
自己的动力装置，与热气球的区
别在于它有控制飞行状态的能
力。飞艇有巨大的流线型艇
体，位于艇体下面的吊舱，可
以载人或者货物，尾部有用
于控制和保持航向和俯卧
的稳定。还有就是飞艇进
入了智慧交通系统，如果
有偏航等意外，智慧交通
会提醒你，及时自动回到正
确的安全航线轨道。

第二个是试飞的安全规
定。试飞成功后，至少有一年
的商用试飞过渡期，才能获准飞
艇适航许可证。现在还不到一年。

第三个是起飞降落的选址。这很
重要，首先是不能离两江太远，毕竟飞艇上
天，是看重庆的两江夜景。目前考虑起降选址可能在
开阔平顺的个别地方。比如广阳岛、洪崖洞等。

第四个是营运问题。
第五个是票价问题。国外的载人航天飞艇，标价一

般在人民币1200元到1500元左右。这个价格对于国内
来说，明显偏高。我市的航天飞艇一次可以载人9名，加
上两位驾驶人员，共11人，航天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目
前票价还在讨论中，有可能在600元左右。

当然，有关部门的审核批准，特别是安监部门的批
准，那是一样也不能少的。

现在，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展望，就是在夜幕降临之
时，你乘坐飞行器，在低空中俯瞰山城夜景，山城的夜色
多么美丽，那是动听的色彩奏鸣曲。

观赏夜景的初级阶段，是在南山一棵树看夜景；中级
阶段，是在两江游轮上看夜景；高级阶段，就是在飞艇上
看夜景。

实现重庆旅游产品的提档升级，这个市委市府的民
生愿望之一，就要实现了。

贺小灵告诉笔者，飞艇旅游项目在重庆落地后，将会
以渝中半岛为主要飞行区域，单次飞行时间为30分钟。

退休之后他还是喜欢工作

本文结束之时，笔者再次采访了贺小灵。
贺小灵告诉笔者，退休是人之必然。有人喜欢打麻

将，有人喜欢跳广场舞，有人喜欢旅游，还有人喜欢养花
种草，这都无可非议。

他说：“可是我喜欢工作，喜欢有意义的工作。载人
飞艇的上天成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它是我们这个团
队的功劳。试想，如果没有团队支持我，我一个人怎么可
能完成这种全国首创的产品。下一步，我要打造好‘智慧
交通技术协会’。飞艇是我在智慧交通领域第一个成功
的产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夜幕降临
时，两江四岸将会在游人的眼底尽显辉煌，那时，我这个
退休老人的心里是多么惬意。”

“目前，重庆智慧交通协会已经有了300多家会员单
位，我们要做到社会满意，政府满意，会员满意。协会为
了让会员单位赋能增效，特别增设了金融支持团队、法律
援助团队、企业战略规划团队、心理健康帮助团队，助力
会员单位高品质智慧健康快速发展。”

最后，在采访结束时，他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歌曲《重
庆飞艇，飞啊飞》——

好啊，好个重庆城，
飞艇带着我天上飞啊，飞啊飞！

长江嘉陵江汇合的朝天门，
不一样的浪花打湿了我雪白的衣衫。

好啊，好个重庆城，
飞艇带着我天上飞啊，飞啊飞，

万里飘香的重庆火锅，
不一样的麻辣烫，
满足我挑食的味蕾……
他唱起这支歌的时候，我发

觉他变得很青春，根本看不出来
是个花甲老人。也许，这就是人
生孜孜不断追求的魅力。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近日，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在湖北荆门组
织召开了AS700载人飞艇型号合格审定项目审查会议，
认为AS700载人飞艇已符合确定的审定基础，建议颁发
型号合格证。

据介绍，AS700载人飞艇是由航空工业特飞所自主
研发的一款民用载人飞艇。该项目于2018年6月立项研
制，同年8月启动实施，共计生产3架艇，其中一架为技
术验证艇，两架为适航验证艇。飞艇研发根据国内外低
空旅游市场需求，按照“一艇多型、系列发展”设计思路
进行，未来将主要应用于旅游观光、空中广告、航空物
探、应急救援、海洋监测、货物运输等领域。

AS700载人飞艇为常规单囊体布局，内部分为驾驶
舱、乘员舱和动力燃油舱，最大航程700千米，最大航时
10小时，最大飞行速度100千米/时。飞艇采用轻质高分
子囊体材料和高可靠防撕裂结构设计，配备氦气安全阀
防止气囊过压，双发或操纵系统失效情况下具备安全着
陆能力。通过推力矢量控制，飞艇可以实现空中悬停和
短距起降，降低了起降场地建设需求。巡航状态每小时
平均油耗45升。

航空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认为，AS700载人飞艇的
成功研发，提升了我国载人飞艇研制能力和技术水平，
同时逐步建立了载人飞艇产品研发体系和适航符合性
技术体系，将推动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和旅游装备制造业
发展。

他自费订《重庆晨报》29年
找到无数灵感和商机
其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造重庆载人旅游飞艇项目

二是创办智慧交通技术协会
□陈显涪

又订了！又订了！他又订了2024年的《重庆晨报》。
他叫贺小灵，今年已经63岁。从1995年《重庆晨报》创刊至

今，他年年自费订阅《重庆晨报》，天天都是把报纸从头读到尾，还
把喜欢的内容剪接下来，做成一本本的剪报，堆得比人还高。

为何如此青睐这张报纸？贺小灵说：“28年来，我和它相守相知，我和
它一起成长，我也因为它的不断改变而改变。它是一张以政经内容为主的
都市报，讲中国好故事，传重庆好声音；它是一张注重深度报道、强调精品阅
读的报纸，它在第一发布、权威解读、话题新闻、遇见大咖、民生调查里，都
不断在出好新闻，好文章，好作品。《重庆晨报》一直致力于做城市价值的发
现者和推广者，我就是受了它的启发和鼓动，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打
造了重庆载人旅游飞艇项目，二是创办了智慧交通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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