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泼天富贵来了！11月12日，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
览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重庆
市签约，双方将共同打造低空飞行
示范区——重庆将依托航天科技
集团九院的牵引带动，在低空安全
管理、行业服务上先行先试，抢占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近日，中
央空管委初步确定在合肥、杭州、
深圳、苏州、成都、重庆开展 eV-
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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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渝”飞越高

明年“县县通”飞机

今要闻

落实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助力现代制造业发展
建行重庆市分行创新推出“渝链·产业贷”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科技型企业是最活跃的
科技创新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的部署和要求，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落实科技强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建行重庆市分行近日在重庆市
金融监管局的指导下，创新推出一款
针对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产业
链集群的普惠金融产品——“渝链·
产业贷”，“科创引领、渝建同行，无限
渝链、链接无限”。

聚焦五篇大文章
落实小微企业协调工作机制

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改

委相关部署，重庆市金融监管局会同市发改

委，建立了我市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建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市金融监管

局开展深入合作对接，共同创新推出“渝链·

产业贷”，是落实“五篇大文章”的最新成果，

也是全面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的有效举措，充分展现出该行助力现代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聚焦金融科技
铸就普惠创新产品

“渝链·产业贷”依托企业真实的上下

游贸易场景，综合产业链评价、科技创新

能力、资金结算画像等多维度数据应用，

通过产业链、人才链、供应链，资金流、信

息流、技术流，“三链三流”进行金融科技

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全面综合

画像等技术，实现了企业数据“可用不可

见”，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了科创

企业的融资效率。

在重庆市金融监管局的帮助和指导

下，建行重庆市分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

业、高效的金融服务。在创新产品领域凭

借其深厚的行业积累、强大的技术实力和

丰富的产品体系，不断推陈出新。此次推

出的“渝链·产业贷”，正是建行在金融科技

创新方面的又一力作。

聚焦制造科企
提供精准高效服务

“渝链·产业贷”为现代制造业产业链

上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便捷的融资选

择。企业只需通过建行“惠懂你”，即可快

速获得贷款。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

门槛，还缩短了融资周期，解决科技类企

业“评估难、融资慢”等问题，为现代制造

业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位于沙

坪坝区的某科技公司，近日成为“渝链·产

业贷”首批支持企业之一。该公司基于

智能汽车噪音消减的研发取得成功，在应

用推广过程中面临流动资金紧张的问

题。知悉“渝链·产业贷”这款信贷产品

后，该公司立即通过“惠懂你”App进行申

请，自动秒批。“我们从未想到能这么快被

批准。现在，团队正加紧推广应用，市场

反馈非常好！”

建行重庆市分行相关人士介绍说，“渝

链·产业贷”的推出，是建行践行普惠金融

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又一次有益实

践。新产品有着“全线上”“纯信用”“流程

简”等优势，为科创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

效的融资服务，助力企业实现关键一跃。

聚焦金融+科技+产业+绿色
构建完整金融生态

建行重庆市分行此次重磅推出“渝链·

产业贷”，是聚焦科创企业“汇、融、贷”等业

务需求，以普惠金融为抓手，通过整合产业

链信息，促进资源共享化，全力支持科创企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今年以

来，该行聚焦重庆区域重点企业、重点领

域、重点区域，充分运用差别化政策、数字

化工具、创新型产品，强化母子协同，圈链

式拓展产业链上下游，沿链为科技企业提

供更为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

位于江津区的某机械制造企业属于

33618中“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中一环，该

企业部分产品出口至东南亚、中欧等区域，

长年驰骋在中欧班列。建行重庆市分行利

用“渝链·产业贷”立即为企业快速实现融

资，同时围绕“客群+ 产品+政策”服务链条，

积极发挥本外币境内外一体化经营能力，

用好“境内+境外”两个渠道为企业提供服

务。“现在企业流动资金充裕，还在建行获

得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票据、个人等一系

列金融服务！”

下一步，该行将全面践行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扎实做好科

技金融大文章，全面支持落实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工作机制，持续打造“建·渝链”科创

品牌，扩大高质量金融供给，提供高质量金

融服务，全面助推重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学开飞机的人越来越多

13日下午4点半，新重庆-重庆晨报
记者来到两江龙兴机场，看到机场内停放
着两台航空应急直升机和十多架固定翼
飞机，不时有固定翼飞机起降。“学员刚
走，他一天来学两小时，前一小时讲理论，
后一小时上机操作。”飞行培训师王华山
说，他所在公司是今年4月17日注册成
立并入驻龙兴机场的，目前已报名33位
运动执照飞行学员。

王华山指着一架外号“空中宝马”的
飞机说，加上飞行员在内，可载乘客3人，
从中心城区飞到武隆，价格为 2000 多
元。“飞行高度在1500米左右，高度再升
高一些，还可以飞到山东去。”空中游览和
培训以及校企联合研发是该公司的主要
业务单元，今年以来其业务量不断增加，
已实现重庆龙兴至武隆仙女山-黔江武
陵山机场-万州机场-巫山的环飞，同时
入驻巫山机场负责文旅飞行。

“巫山红叶节，可约飞机。”当天中午，
公司办公室主任范晓燕发了一条朋友圈，
引来众多朋友咨询和点赞。

从“县县通”到“乡乡通”

前述航空公司的航路只是我市低空
航路网络的缩影之一。重庆今年3月份
开辟了梁平—自贡的川渝首条低空目视
航线并完成首飞。同时，重庆与广安携手
打造低空经济圈、目视航路图，重庆红岩
（烈士墓、南方局）到广安小平故里的红色
精品低空旅游线路，年内有望通航。

“低空+文旅”新兴业态正迎来风口，
10月30日，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低空
飞行旅游分会成立并举行授牌仪式，相关
负责人现场推介了另一条低空飞行旅游
线路：从玖洲翼飞旅游飞行基地往返，可
经过白居寺大桥—巴南—九龙半岛—重
钢工业码头—马桑溪斜拉桥—义渡古镇。

今年9月，重庆正式印发实施《重庆
市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促进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通过探索跨省低空飞行联盟新体系、低空
飞行数字化管理新手段等“六大创新”举
措，让低空经济“渝”飞越高。按照该方案
规划，到2025年，我市以北斗应用为支撑
的低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
新建通航起降点200个以上，实现低空飞
行“县县通”，“干支通”机场及临时起降点
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市、区县（自治县，以
下简称区县）两级低空飞行服务站和保障
设施基本建成。到2027年，新建通航起
降点1500个以上，实现低空飞行“乡乡
通”。

今年1月，我市陆续开通了5条市内通
用航空短途运输试点航线，即黔江—永川、
黔江—万州、黔江—梁平、梁平—武隆、永川
—武隆，发展低空经济，重庆构建1小时“打
飞滴”游区县，低空游空中网络初步构建。

我市6个高成长未来产业之一

巴南、永川、大足、梁平、武隆和两江
新区6个区（开发区）是我市首批低空经济
先行区。最新数据显示：重庆2024年落
地低空重点项目28个、协议投资294亿
元，累计新建通航起降点42个，飞行架次
增长率13%，飞行时长增长率为62%。梁
平区实现低空经济2亿元，两江新区作为
我市低空经济先行区，目标是到2027年空
天信息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

日前，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
未来产业培育行动计划（2024—2027
年）》，我市将优先发展空天信息、生物
制造、前沿新材料、氢能核能及新型储
能、人工智能、低空经济6个高成长未来
产业。其中，低空经济重点聚焦通用航
空、先进飞行装备、低空保障三大领域，
并加快发展eVTOL、飞行汽车、混合动
力航空器、扑翼飞行器及航空发动机等
关键零部件产品，升级无人机、旋翼机、
轻型飞机等整机功能和性能，推动建设
一批智能化、集成型、多用途的通用航
空基础设施。

飞行培训 受访者供图

重庆经济新势能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低空飞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