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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看中国

近日，一架无人机载着 4 封录取通知

书，从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启航，飞行约半

小时、跨越 25 公里后，缓缓降落在黄埔

区长岭街道的一个小区，为 4 名学生打开

了通往大学殿堂之门。

“看到无人机送来的录取通知书，感

觉置身科幻电影，太高大上了！”广州市

玉岩中学毕业生王韵怡说。

今年暑期，中国约 3000 所高校将陆

续发出上千万封录取通知书。如今在科技

的加持下，这些承载着中国考生梦想的

“升学入场券”还可能“喜从天降”。

无人机物流是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已有实名登记

无人机 126.7 万架，同比增长 32.2%。2023

年 ， 民 用 无 人 机 累 计 飞 行 2311 万 小 时 ，

同比增长 11.8%。

已服务高校录取通知书配送 40 余年

的广州邮政，每年会将约 55 万封录取通

知书配送给各地学子。随着低空经济模式

持续推广，广州邮政今年开始探索无人机

配送方式，未来会有更多学生享受到录取

通知书“空降”的科技感。

“这种 （录取通知书） 低空运输方式

探索成功后，我们会逐步探索其他场景，

助力物流配送更便捷、更高效。”广州邮

政政企中心总经理邹立文说。

未来，邮政集团将加快探索低空经济

在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方面的应用，如偏

远山区的邮件运输、紧急物资的输送、医

疗急救药品的投递、助农产品的配送等。

空中“飞的”、外卖“飞送”、电力

“飞检”……在中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

景正不断拓展，无人机开始在多个行业

“大显身手”，不断将科幻场景接入现实生

活。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

低空经济规模已超过 5000 亿元，2030 年

有望达到 2 万亿元。

今 年 6 月 ， 顺 丰 公 司 旗 下 丰 翼 科 技

（深圳） 有限公司推出一条跨越琼州海峡

的低空生鲜运输线路，将水果以更新鲜的

状态送至消费者手中。与传统跨海运输相

比，这种低空运输方式可节省 30%的成本

和 70%的时间。

今年 7 月，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团洲乡

团北村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

湖南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先后出动 47 架无

人机参与抢险救灾行动，将机械油料、设

备耗材、维修备件以及生活必需品等数百

公斤救援物资，安全送到救援队伍的手

中，为一线救援队伍提供了坚实的后勤

保障。

“在抢险救灾行动中，多类型无人机

凭借其高度的灵活性、快速反应能力和精

准的数据收集能力，大大提高了救援效

率。”华容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殷勇说。

中国正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多个

省份也将“低空经济”写入地方政府工作

报告，抢先布局上下游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3 年底，中国

民用无人机研制企业超过 2300 家，量产的

无人机产品超过 1000 款。2023 年，中国交付

民用无人机超过 317 万架，通用航空制造业

产值超过 510 亿元，同比增长近 60%。

今年 4 月，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

局向城市空中交通科技企业亿航智能颁发了

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生产许可证，

表明这家公司旗下产品亿航 EH216-S 已具

备量产资质。

亿航智能是一家城市空中交通科技企

业，业务覆盖空中交通、智慧城市管理和空

中媒体等应用领域。

“以适航取证为新起点，我们致力于探

索‘低空经济+’商业模式。”亿航智能副

总裁贺天星说，低空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带动

新基建、零配件、储能、文旅、教学等上下

游产业发展。

（参与采写：马晓澄 郑天虹 赵紫

羽 霍加冕）

多场景多用途：

中国低空经济蓄势起飞
新华社记者 洪泽华 胡林果 余春生

□编后语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

大、便利人员往来措施的不断优化，许多

城市街头巷尾、热门景点“长满”外国人

的身影。“city 不 city？”成为刷屏的网络

流 行 语 ，“China Travel” 成 为 “ 霸 屏 ”

外网的新风尚，越来越多外国人正在了

解、爱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外国游客与东方大国“双向奔赴”的

背后，是世界对了解更加全面、真实的中

国的迫切期待，更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生动实践，是中国持续推进高

水平开放坚定决心的彰显。

如今，外国游客的真实记录打破了外

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旅游市

场也随着外国游客的不断涌入蓬勃发展，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带来了让多方受益的良

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在一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

策的当下，中国始终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以开放、自信、包容的姿态欢迎各国来客。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今年下半年外国人

来华热度将持续升温，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将会被更多外国民众熟知。

（吕婉莹）

让世界看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近一段时间，外国人来华旅游体验的

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不但外国网友

爱看，中国网友也在“追更”，俨然已是

“流量担当”。“China Travel”，成为新晋

的网络热词。

一 群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外 国 人 China

Travel， 一 句 只 可 意 会 不 能 言 传 的 “city

不 city？”，为何能精准戳中互联网的流量

密码？“双向奔赴”的巨大流量背后，还

藏着哪些我们熟视无睹的认知？

“这是什么充满历史感的赛博朋克！”

刚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游客如此惊叹。

中国的 city 很新潮很有趣。四通八达

的飞驰高铁，指尖上的支付功能，把外卖

直接送到房间的机器人，满大街的新能源

智 能 汽 车 ， 送 快 递 的 无 人 机 …… 各 种

“潮”到不行的设施，让许多老外的新鲜

感和体验感“拉满”，感叹仿佛穿越到了

未来。

中国的 city 很古老很鲜活。不少海外

博主沉浸式体验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交织

的力与美：在陕西西安，穿越千年感受唐

“潮”文化；在上海豫园，品一杯地道的

中国茶；在北京天坛公园，看中国大爷大

妈吹拉弹唱；在重庆山城步道，感受 8D

城市的魔幻魅力……从文明遗址到都市繁

华，五千年不曾中断、深沉而厚重的文化

文明，与现代感、科技范儿交织，令外国

游客着迷向往。

中国的 city 很友善很安全。街头老百

姓的热情友好，让外国游客们印象深刻。

还有随时出来轧马路遛狗，去路边不打烊

的便利店闲逛、凌晨三五点到街边吃个烧

烤……洋博主们不禁感慨中国 city walk

的踏实安全。

“原来中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这是

许多外国博主踏上中国后的感慨。繁华的

街道、美丽的风景、琳琅的美食和好客的

民风，都深深震撼了远道而来的外国网

友。原本对“探险之旅”的忐忑，转变成

了各种各样的惊喜。这种拨开迷雾窥见真

相的“爽感”，让一众海外博主自发成了

中国的“互联网嘴替”。

在中国，以“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

为代表的入境便利化举措，在不断推出、

持续优化。

截至目前，144 小时过境免签口岸已

扩大至 37 个，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国

游客来华更加便利；去年 12 月 1 日以来，我

国先后对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 15 个国

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与新加坡、泰国、

格鲁吉亚等国迈入“互免时代”。

中国政府还下大力气解决外国游客的

支付、住宿、交通等问题，“大额刷卡、

小额扫码、现金兜底”为代表的生活便利

化举措不断升级。

一项数据显示，86%有过来华旅行经

历的外国游客认为支付更便捷了，随时随

地“扫一扫”成为很多外国朋友在华体验

的新时尚。

许多景点推出免预约措施与服务，让

外国游客在中国“畅游”“乐游”。从公益

地图到行李寄存，越来越多的服务细节，

让外国游客体验到中国的热情与温暖。

来一次与“古老神秘东方大国”说走

就走的“亲密接触”，成了许多外国游客

的热门选项。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口岸入

境 外 国 人 1463.5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52.7%。

这波 China Travel 的爆火，既是意

外之喜，也在逻辑之中。

真实永远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策提供

了“说走就走”的便利，但来了之后印象如

何，取决于真实的中国究竟什么样，我们自

己的事情到底办得好不好。

China Travel 走 俏 ， 再 一 次 证 明 ， 最

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长期存有负面认知

为主的刻板印象。他们到来之前，往往预期

较低，甚至带着“验证”的心理。但亲身感

受之后体会到的巨大反差，一下子点燃了他

们无法遏制的“创作”热情。

于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博

主，“花式”展现他们的“深度体验”，在社

交平台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围观。

这些外国博主以普通人的视角、生活化

的镜头，呈现出一个立体的，更真实、更可

信，更可亲、更可爱的中国，让长期以来在

国外盛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茧房”，被流

光溢彩的事实撕开。

国 外 网 红 China Travel， 也 让 国 内 网

友欣喜不已：“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厚重文化

早该被世界看见了！”

中国在飞速发展，但身处变化之中，国

人往往习以为常。外国游客给了我们一个全

新参照，透过他们的视频，我们也认识了

“不一样的自己”。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外国朋友的点

赞，就忽视了自身的短板。通关、支付、景

区服务，不少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加细致、更

加周全。疏通“堵点”、打磨细节，不断提

升游客的旅行体验，这波对华流量才能持续

更久、走得更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更加频密的民间往来，感受彼此的真诚

善意，必将拉近中外民众的心灵距离。只有

增进相互了解，消弭文化隔阂，世界人民才

能携手共创光明前景，共赴美好未来。

（新 华 社 记 者 许 雄 王 博 达 日 罕

周杉 陈爱平 卜寄傲）

China Travel，何以戳中流量密码？
新华社记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 改 革 、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作 出 重 大 部

署 ， 各 项 任 务 的 落 实 工 作 即 将 展 开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

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改革方法论，要在实践

中认真领会、长期坚持。

要把握好“立”和“破”的辩证关系。

“立”是发展的基础，“破”是变革的前提，

二者相辅相成，在平衡与互动中不断前进。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破立并举、先立后破、

不立不破。唯有如此，改革才能稳妥推进。

要警惕和防止未立先破、只破不立，不能把

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

还没拿到手。

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求真务实。先立后破，立什么，破什

么，不能拍脑袋、画大饼，而是要按规律办

事，立足当时当地实际，立足推进改革、推

动发展，立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需求。要防

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不搞一种模式。

我 国 改 革 已 步 入 “ 深 水 区 ”， 任 务 之

全、内容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改革有

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把握好“稳”

与“进”、“呼”与“应”、“立”与“破”、

“谋”与“干”的辩证思维，改革必能取得

突破性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从
实
际
出
发
，先
立
后
破

Z 短评

7 月 18 日，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苗家堡村的有机枸杞种植基地，农户正在采收有机枸杞。据

悉，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积极探索藏绿于“林”、藏富于“果”，目前，已有特色林果树木 13.2 万亩。甘州区安

阳乡苗家堡村利用祁连山下无污染的山坡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行有机枸杞种植，

年生产有机枸杞 100 多吨，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主渠道。 王将 摄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举世瞩目的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

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从 18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全会公报

中，我们可以读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略重点。

（一）紧扣中心任务，重点部署
未来5年改革任务

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推进

改革，是我们党领导改革不断取得成功

的重要经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

征程上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的

旗帜，也必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

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

前景。”全会公报中的这句话，深刻点明

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之间的

内在联系。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同时，锚定到 2035 年要

实 现 的 改 革 目 标 ， 重 点 部 署 未 来 5 年 ，

明确“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

任务”。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具 有 继 往 开

来 的 里 程 碑 意 义 —— 既 是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实 践 续

篇 ， 也 是 新 征 程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时代新篇。

“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

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

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全会鲜明

提出“七个聚焦”，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发力点，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着力点。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城乡融合发展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全过

程 人 民 民 主 是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本 质 要

求”“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一系列明确要

求，体现了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

部署新一轮改革的鲜明指向。

（二）总结宝贵经验，以“六个坚
持”指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贯彻的原则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

改 革 的 成 功 实 践 和 伟 大 成 就 ， 同 时 以

“六个坚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

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

观念”。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进行

了科学总结，分别从党的领导、思想路线、实践主体、科学方法

等方面概括了“四个坚持”的重要经验。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智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推进到新的

广度和深度。如今，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

心基础更加坚实。

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引新的改革

实践。

“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是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遵循。

（三）回应社会期待，牵住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必须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

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

今年 2 月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四次会议强调，“要科学谋划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的体制机制障碍”“改革举措要有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出

的问题去，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

此次全会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从全会公报可以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内

容是重中之重，十分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一个目标格外醒目：“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七个聚焦”之首，而且时间表和路

线图十分清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

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

制……”

全会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和关键点，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注入改革动力。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全会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鲜明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

制机制一体改革”，这是继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

专章部署后，又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同时，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会

还特别强调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

制机制。

在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统筹谋划好其他各领域改

革，充分彰显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

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鲜明特征。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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