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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遗失 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115MA1MQPGW2A）发票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不再使

用。

遗失 南京旭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声明作废,并承诺寻回后不

再使用。

公公 告告

注销公告 南京市秦淮区志刚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0104567201284W，2024年 8月
19日经理事会议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联系人:唐志刚，联
系电话:13951604533。
遗失公告 南京市秦淮区志刚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不慎遗失法人登记证书
(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0104567201284W，登记时间:
2010年 12月 30日，声明作废，予以
公告。

从低空到太空
南京在下一盘什么棋？

买一张“火箭票”到空间站打
卡、用“太空Wi-Fi”与亲友通话、
“火箭快递”全球小时达……这些充
满科幻感的场景，随着航天科技的
进步，正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作为“新增长引擎”，商业航天
今年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不
仅屡上热搜，还在国内掀起投资热
潮。8月20日，南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解读近日印发的《南京市
培育发展商业航天产业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了发
展路线图。

从低空到太空，南京在下一盘
什么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史童歌 综合

从低空到太空，南京的天上有点忙
地面上，北斗地基增强站覆盖“全国一张

网”；低空中，无人机应用于物流、应急救援、
医疗、农业、巡检等；太空里，航空航天不再是

“国家队”专属，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进
来……这几年，头顶的天空越来越“忙”。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均被列为新的增长引
擎。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到“新增长引擎”，
低空经济、商业航天顺势而起。

今年5月，南京举行低空经济发展大会，
正式发布《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提出到 2026
年，全市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发展超500亿元，
开通120条以上低空航线，力争推动南京低
空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低空经济方兴未艾，南京商业航天也在
加速布局。在8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南
京市工信局一级调研员温拥军通报解读《行
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就
是积极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航天产业
创新中心和发展高地。围绕这个主要目标，
《行动计划》明确了构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
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培育商业航天应用
场景、推动产业高效集聚发展4个方面，共16
项任务。有哪些亮点？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挑大梁”
伴随着“点火”口令，5月 21日 12时 15

分，“星环号·南信大星”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
基地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第一个商业红外气象星座项目
的首发星，也是中国第一颗专业监测山火的

卫星，其所获得的卫星数据可广泛应用
于防灾减灾、污染监测、资源调查、精准
农业、气象预报、金融科技等方面。

早在 2018 年，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便联合建邺区政府、商业航

天领军企业上海蔚星科技，
三方合作成立了南京信

大卫星应用研究院，这
也 是 建 邺 区 河 西

CBD 第一批签约
的新型研发机

构之一。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离不开产学研的密

切合作。《行动计划》中明确，深化产学研用合
作，推动高校院所与重点企业联合开展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发挥产业平台引领优势，推
动产业链上下游互动发展，聚力打造产业自
主创新生态体系。

此外，南京将推动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卫
星互联网底层技术攻关，加快突破通导遥商
业应用共性技术。鼓励开展可回收火箭技术
等重点领域研发。同时，推进创新平台建设，
共建遥感测绘、星地链接等商业航天应用领
域重点实验室，提升重大创新载体对商业航
天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构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
商业航天产业链由许多环节构成，位于

产业链上游的制造环节可分为卫星总体制造
和卫星配套制造，而产业链下游细分为通信、
导航、遥感应用等领域。从上游研制、发射，
到下游运营、应用，几乎每个环节都能创造千
亿级别的市场。

《行动计划》中明确，在构建商业航天产
业链条方面，南京将聚焦商业航天卫星平台、
有效载荷、火箭发射、地面设备等产业链重点
环节，提出推进卫星研发制造、推动火箭研发
制造、拓展地面设备制造、支持卫星星座组网
建设、建设星座运营总部、促进卫星数据流通
等6项任务。

2023年，中国一共将270颗卫星送入太
空，有137颗是商业卫星，占比65%。而执行
这270颗卫星发射任务的，有13次是由商业
火箭完成的。

商业卫星的发射越来越密集，对商业火
箭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行动计划》提出，要
推动商业火箭研发制造，支持火箭总装和航
天发动机、液体火箭推进剂贮箱等关键部段
研发制造，积极推进电动伺服系统、高可靠
高密度功率模组技术在火箭制造领域产业
化应用。

积极培育商业航天应用场景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领域

新 增 企 业 数 量 为 113272 家 ，同 比 增 长
28.95%。其中43%为火箭制造企业、35%为
卫星制造企业。培育商业航天应用场景，也
是推动商业航天发展的重要一环。

起源太空（南京）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未来

产业，是我国首家致力于太空资源开采和利
用的商业公司，已向太空成功发射航天器和
太空望远镜。其中，“NEO-01太空采矿机器
人”以及“仰望一号”太空天文望远镜，为中国
乃至国际创造了多个“首次”，填补了中国在
该领域的空白。

在培育商业航天应用场景方面，《行动计
划》提出3项任务。具体来看，包括聚焦拓展
卫星通信、卫星宽带、手机直连、车路协同等
通信场景开发，深化北斗卫星在智慧城市、智
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导航应用，推进卫星遥
感和频谱监测技术融入城市精细化管理，提
出拓展卫星通信应用、深化北斗导航应用、推
动卫星遥感应用。

优化产业布局，各区突出重点任务
在推动产业高效集聚发展方面，南京优

化产业布局，各区结合区位、资源、产业等优
势，突出重点任务。

发布会上，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委员、一级调研员高正峰表示，江宁开发区将
以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为重点，构建商业航天、
航空产业、低空经济“三箭齐发”产业生态，加
大在卫星整星制造、载荷制造、星座组网、卫
星数据应用及服务等上中下游环节的项目招
引，培育引进商业航天专精特新企业，逐步构
建商业航天产业链式发展格局。

拥有软件和信息服务主导产业优势的雨
花台区，近年来不断推动软件产业向航空航
天、智能设备等先进制造业延链赋能。雨花
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建设介绍道，雨花
台区将聚焦“新滨江”“数字城”两大板块产业
特点科学规划布局，“新滨江”重点发展商业
航天相关设备研发、生产、组装、试验等制造
产业，“数字城”重点发展商业航天相关数据
处理及应用产业。同时，推进龙头企业、新型
研发机构等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打造雨花特
色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江北新区一直高度重视北斗产业的发
展，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新区北斗产业基地已
集聚产业链相关企业100余家。”江北新区管
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乐表示，江北新区将
重点发展遥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一体
化应用示范和商业航天地面装备，建设卫星
物联网产业基地。

向空天谋发展，向空天要经济，南京向
“天”而行，锚定商业航天产业发展高地，不断
加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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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势头迅猛 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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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颗商业红外
气象卫星“星环号·南信
大星”在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基地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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