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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潇

9 月 16 日，2024 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今年

共有 8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

办会，其中 1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是首次线下独立设展。420 余家

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

参展。盛会之“盛”，万众瞩目。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

全球供应链的日益完善，服务贸

易已跨越国界，成为连接各国经

济的重要纽带，成为推动全球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服贸会作为

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平台，

为各国提供了展示服务贸易成

果、交流服务贸易经验、探讨服务

贸易发展趋势的场所，有助于推

动全球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本次服贸会聚焦“新而专”，

大量智慧创新成果汇聚一堂。不

少国内企业都表示，发现了新的

市场机遇，尤其是获得了大量接

触海外客商的机会，计划下一步

推出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要。与此

同时，中国机遇也给国外参展商

带来巨大商机，他们呈现出“高技

术含量”与浓厚的参展热情。整

体来看，国内外企业纷纷把最新

的成果、技术和应用拿到服贸会

上，充分展示自身实力，从而吸引

到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

随着企业合作共赢“朋友圈”的不

断拓展，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能。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

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已成为推动

贸易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自

2012 年创办以来，服贸会已累计

吸引 197个国家和地区的 90余万

家展客商参展参会。商务部近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7 月，

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服务进出口总额 36669.1 亿

元，同比增长 8.1%。其中，知识

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5838.7亿元，

同比增长 11.7%，占服务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达 43.2%，较上年同期提升了 1.4 个百分点；

旅行服务进出口 7681.3 亿元，同比增长 66.2%，继续成为

增长最快的服务贸易领域。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要向制造业强国迈进、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服务业支撑。对

此，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专家也指出，

制造业背后还存在一些短板，突出体现在生产性的服

务业短板，比如研发设计、品牌管理、供应链的管理、

市场营销服务、金融服务等，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而发展生产性的服务业，恰恰可以弥补制造业的短

板，以生产性服务为主导的制造业或将是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

随着更多政策红利的发布、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个更加智慧和开放的服务贸易市场在向世界招手，将

有力助推各国企业高质量“引进来”和“走出去”。而国内

外企业的“朋友圈”扩大之后，情谊也会更加深厚，将进一

步增强服务贸易“强磁场”的巨大魅力。

创新“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模式，推出低空旅游项目，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园

“通航+”业态成为新疆产业发展新优势

新疆广阔的空域、独特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为发展低空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低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国际车轮双轴试验技术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王继军）9 月 10 日，第

五届国际车轮双轴试验技术研讨会在秦皇岛开发区举办。国

内外顶尖汽车制造商、行业学会、车轮制造商代表以及行业专

家学者及业内人士 100多人参加会议。

本届研讨会由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燕山大学、

天津久荣工业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协办，以“高效率、轻量化、

电动化开发需求下的车轮双轴试验技术发展”为主题，围绕

车轮双轴试验技术的最新进展、双轴载荷开发策略、轮胎与

车轮相互作用对载荷影响等内容展开研讨。车轮双轴试验

技术通过模拟车轮实际使用工况检测车轮耐久性能，显著

提高车轮开发效率，有效提升车轮的轻量化设计水平，大幅

降低车轮路试失效风险，已被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认可，并

逐步代替路试。

本报记者 裴龙翔

滴答滴答，将一只上海表放到耳边，时间

的流逝变得可感与厚重起来……近 70 年的

光阴里，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有过初创时的筚

路蓝缕，也曾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迎头赶上，如

今重回国产腕表亿元俱乐部阵营、积极布局

海外拓展市场。

上海表的历史文化厚度在一代代上海表

匠之间传承、创造，这让颇具质感的滴答声更

加响亮。

上海表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希冀与艰苦

并存的年代。旧时代的上海只有修表的小作

坊，1955 年 7 月上海市轻工业局和上海钟表

同业工会组织了一批汇聚了城市力量的制表

队伍。58 人的小组中，没有一人有制表经

验，所有的经验积累从研究进口手表开始。

榆林路 200号的一位老师傅这样回忆那

时的场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在盛夏酷暑中

夜以继日攻坚。“没有设备，他们就自己设计

小铣床和手摇小钻床；没有材料，他们就挖空

心思从身边可见、可利用的材料中找寻替

代。比如绣花针制成微型钻头、口琴簧片做

轮片、阳伞骨和自行车的钢丝变成了手表的

轴头和螺丝。”

历时数月研制，终于在 9 月 26 日成功试

制出中国第一款长三针 17钻机械细马手表，

结束了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其

后，1958 年上海牌商标正式注册，上海手表

厂 生 产 出 第 一 批 可 量 产 机 械 手 表 A581。
A581 手表刚问世，质量便接近世界最好水

平，可连续走 36 小时以上，日差小于 1 分钟。

上海表由此成为“上海制造”的象征之一，也

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机械手表品牌。

看似小小的一块手表，与国家的科技和制

造水平紧密相关，上海表的研发同样印证着我

国追赶与进步的历程。21世纪的上海表以多

功能自动机械表为突破口，累计建立 20项产

品专利、12项专用技术，先后攻克陀飞轮、露摆

表、多功能表和计时码表四大产品系列。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制造部副部长、上海

轻工工匠李文侠还记得 20 多年前他带领团

队，研发装配出中国首批拥有自主产权的国

产陀飞轮手表机芯时的情形：“我们装配出的

机芯，重量仅 0.4 克，相当于一片羽毛的分

量。当时大家都很振奋，这一技术突破不仅

提升了手表的计时精确度，还赋予了手表更

高的艺术价值。”

让李文侠反复提及的，还有上海手表厂

率先研发的国产计时码表机芯，在直径 3 厘

米的机芯内组装 300 多个零件，最细的轴只

有头发丝的 1/2。“这一技术突破进一步提升

了手表的复杂性和功能性。”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旧光

景中的上海表不仅是一代工人的青春记忆，

更成为国民记忆中的一部分。一辆自行车、

一台缝纫机、一只手表和一部收音机便是每

个家庭的必备品。而这“三转一响”中，最受

全民喜爱和追捧的就是上海表。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刚说：“那年

代谁要是戴上一块上海表，那风光劲一点也

不亚于今天戴着名牌手表，当时国人都以佩

戴上海表为荣。”

历经沉寂，上海表在 2019 年加入汉辰表

业集团，开启品牌焕新之路。2021 年上海表

全年成品表销售额迈过重要关口，重回国产

腕表亿元俱乐部阵营，时代的记忆重新走入

当下的生活。随着产品线的丰富和品牌的重

新定位，上海表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了经典

元素，又融入了现代设计，以全新的面貌回归

公众的视野中，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

喜爱。“我们将深厚的品牌历史底蕴和上海城

市国际化的视野深度融合，发展丰富腕表系

列，比如承载着上海岁月的致敬系列、传承东

方文化和传统工艺的复兴系列，还有围绕城

市精神和上海建筑特色的腕表系列，都使得

上海表在追求品质和文化的消费者群体中受

欢迎程度不断提升。”袁刚介绍说。

今年 5月，125只海鸥牌和上海牌手表从

上海空港口岸首次出口海外。其实早在两年

前，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上，上海表已悄然开张

了。“上海表和上海这座城市，在海外的很多

华人心目中是有历史沉淀和深刻记忆点的。

尽管我们没有大肆宣传，但仍然收到了来自

多个海外账号的留言咨询。其中，一位来自

德国的账户主动跟我们分享了他年轻时在上

海生活的经历，以及他购买了一只上海表的

感受。”袁刚补充。

手表界尤其注重文化，机芯再优秀如果

没有文化加持，产品价值自然大打折扣。

“当前市场机会是新一代消费者在选择

万元国产机械手表时，较倾向于具有东方文

化底蕴的产品。”袁刚说道，“上海表作为以城

市命名的品牌，坚持以东方美学为灵感，融合

上海城市的国际风采，旨在向世界弘扬独树

一帜的海派东方韵。”

一块精致小巧的机械手表，浓缩着岁月

的记忆与情怀。如今，新一代的制表人以创

新为驱动、转型为发展，演绎文化自信。

老品牌拥抱新时代，上海表再度流行

一只表盘里的70年变迁

中国一汽投入2.74亿元对口援藏22年
本报讯（通讯员邓涵予 记者柳姗姗 彭冰）每天清晨，在海

拔 4100米的西藏自治区左贡县田妥镇，朗朗的读书声都会从一

汽希望小学传来。这里是左贡县教育事业焕然一新的动人侧

影，也是中国一汽 22年援藏路上的代表性坐标。2002年以来，

中国一汽先后对口支援左贡县、芒康县，累计选派8批19名援藏

干部，投入资金 2.74亿元，实施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等各类项目

140余个，帮助两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援藏伊始，中国一汽就把教育视为重中之重。20余年间，累

计投入1978万元，建设田妥镇一汽希望小学，1192名儿童摆脱

了翻山越岭求学的困境及风险。当地小学入学率也从 30%提

升到 99%，小升初比率由 50%提高到 100%。中国一汽关注农牧

民群众所需所盼，围绕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投入资

金超过1.5亿元，占总投入的57%，超过5万名群众直接受益。

本报记者 吴铎思

当地正通过向天空寻发展，向低空要效

益，在不同的高度，寻找产业发展的新路径，

将低空资源转换为经济发展优势。

前不久，新疆喀什古城启动低空游览项

目，这是一个全新的旅游项目，游客乘坐直升

机可以俯瞰古城全貌，以空中移动视角感受

古城的魅力。

乘坐直升机观光草原和雪山、快递小哥

由“骑手”变“飞手”，投递物品一键到达……

传统的通航从“农业生产、飞播造林”等工农

业向“空中游览、无人机快递”等领域拓展，更

多通航新场景在新疆涌现，低空经济正蓄势

高飞。

把“路”修到高空

2023 年 7 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国际航

空枢纽建设论坛上，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

新疆机场集团与江苏亚捷航空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共同在乌鲁木齐市成立新疆天缘

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着力构建

“立足新疆、辐射全国、联通中亚”的“1 小时

航空经济圈”，创新发展“短途运输+电动垂

直起降”联合运行模式，以此带动新疆全域低

空经济发展。

低空经济是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

航空器执行各类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并带

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而

新疆广阔的空域、独特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为

发展低空经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目前，新疆已经成为全国通用航空发展

较快、机队规模及机场数量相对较大的省

（区）。建成并取证的 A1类通用机场有 2个，

在用 B 类通用机场 11 个，在用直升机场 4
个。根据规划，到 2030 年，全疆建成 A2 级以

上通用机场累计达 89个，密度达到每 10万平

方公里 5.4 个；到 2035 年，全疆建成 A2 级以

上通用机场累计达 98个，密度达到每 10万平

方公里 5.9 个，全疆 99%的县级行政单元，能

够在直线距离 50 公里范围内享受到通用航

空服务。

乌尔禾百口泉机场是新疆第一家建成投

运的 A1级通用机场，运营以来开展几条短途

运输外，还实施低空观光旅游、应急救援保

障、无人机试飞测验等通航业务。

在新疆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唐赫看来，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

以及“旅游兴疆”战略，使得新兴的“通航+”

业态有着很大的优势。

低空+推动旅游升级

“虽然价格不低，但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

角度，喀什古城的美尽收眼底，这种体验真是

不一般。”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军说。

记者了解到，低空游览喀什古城项目一

推出就受到游客的热捧。

喀什城投集团副总经理陈宇谷表示，今

后将不断完善和发展喀什古城低空游览项

目，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更加精

彩的观光体验。

同样，在此前克拉玛依市举办的 2024
“荒野之旅 探秘新疆”新疆特种旅游节上，特

种旅游装备展上的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

航空器吸引了众多游客，通过电脑系统设定

好飞行路线，乘坐无人驾驶航空器俯瞰壮丽

美景，给游客带来了新的体验。据了解，这款

航空器已经在新疆那拉提景区投入使用，未

来也将投放到新疆其他景区。

新疆特殊的地形地貌，让游客难以双脚

到达，而直升机的应用，让新疆的旅游体验有

了新的打开方式。

新疆航空产业（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毕

晓东表示，低空经济正加快重塑旅游产业链

条和相关环节，推动旅游场景推陈出新，也加

速推动旅游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

目前，新疆有 20家低空旅游景区、2个营

地、15 家可开展空中游览的企业、14 种不同

类型的低空游飞行器、30 个发展低空旅游的

县市，低空旅游线路 16条。依托丰富的旅游

资源，低空旅游将成为新业态。

塔城地区鹿角湾景区引进新疆苍穹通用

航空有限公司、新疆阿拉尔市翼军飞行俱乐

部有限公司以来，热气球、动力滑翔伞等低空

飞行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景区旅游业态。从传

统的地面观光拓展到空中观光、空中运动等

领域，使景区的旅游产品更加多元化，提升了

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意愿，也推动文旅产

业升级。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

开发处副处长周皓介绍，截至目前，新疆独特

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中通航翔湖南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四川省中蓝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

司、河北北直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

疆内外通用航空公司，在天山神秘大峡谷、福

海县乌伦古湖海上魔鬼城、赛里木湖、温泉县

鄂托克赛尔天泉等景区已开展多种低空旅游

项目。新疆各地也在围绕游客消费升级，出

台扶持低空旅游相关政策，打造空中游览观

光产品，开发城市、著名景区和自然奇观的空

中观光旅游线路，推进低空旅游基地、飞行营

地建设，吸引低空游相关企业入驻。

带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业内人士指出，低空经济是实体经济与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不但直接服务于

农业、工业、服务业，其生产制造和创新应用

还能带动新材料、金融、通信技术、人工智能

等产业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职业、新动

能，潜力无限，未来可期。

事实上，无人机技术作为低空经济的核

心引擎，正引领着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

喀什地区，无人机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精准

高效的农业植保、迅速响应的应急救援、便捷

灵活的物流配送以及细致入微的环境监测等

多个领域。

4 月 21 日，新疆天缘通用航空首航和航

空产业（低空经济）研究院揭牌成立，为新

疆带来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研究院以低

空领域应用场景为核心竞争力，以应用场

景创新为牵引，带动新疆低空经济全产业

链协同发展，目前正与壹通无人机系统有

限公司、新疆喆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天一航

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低空经济上下游企

业拓展合作模式。

据了解，研究院将开展课题研究，编制自

治区低空经济发展 3～5年规划，确定新疆低

空经济发展目标；完成新疆民航通航机场及

低空服务站建设规划，奠定低空经济发展基

础；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园，实现产业链企业和

运用场景的聚合；不断丰富无人机、有人机运

用场景。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新疆将加强低空

旅游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低空飞

行和商业低空旅游相结合、低空旅游和短

途运输相结合、小众高端低空旅游产品和

大众低空旅游项目相结合，出台支持政策、

提供资金补贴，鼓励扶持旅游企业推出低

空旅游项目。

中广核汕尾“伏羲一号”平台投运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 通讯员朱丹）日前，全球单体最大

抗台型风渔融合网箱平台——中广核“伏羲一号”在广东汕尾

建成投运，并完成首批养殖鱼苗投放。该项目可正面抗击 17
级超强台风，预计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5400万元，对于我国“海

上风电+海洋牧场”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据悉，“伏羲一号”位于汕尾中广核后湖 50万千瓦海上风

电场中心场区，距离汕尾海岸约 11 公里，由网箱主体结构和

上建平台两部分组成。其中，网箱主体结构长 70米，宽 35米，

水深约 25.7 米，养殖水体达到 6.3 万立方米，是全球单体规模

最大风渔融合网箱平台。根据汕尾市规划，“伏羲一号”投运

后预计年产优质海水鱼类约 900吨，年产值达到 5400万元，为

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约 200个。

时值中秋节，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
街上的月饼销售摊位，一家生产企业推出了
多款“尔滨”特色造型的月饼，吸引许多外地
游客观看、购买。

这些月饼中有可爱的“逃学企鹅”造型，
有亚冬会吉祥物滑雪造型，有美丽的雪花造
型，有索菲亚教堂造型等。

视觉中国 供图

企业推出特色月饼

地标建筑“跃然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