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拉萨 3 月 30 日电 （记

者 春拉） 记者从 3月30 日举行的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长会议上获悉，

2023年西藏持续推进重点文物保护建

设项目，强化项目跟踪问效和督查督

办，推进完成百余个国家和自治区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全区文物

保护利用水平持续高质量提升。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区文物局党组书记赵兴邦说，2023

年西藏推进完成125个国家和自治区

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申报落

实2024年国家和自治区文物保护专项

资金 2.7 亿元，开展了尼阿底旧石器、

杰顿珠宗等遗址文物安全保护管理体

系建设等53个项目。布达拉宫贝叶经

等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一、二期项

目结项并完成验收，三期项目正有序

推进。此外，2023 年西藏积极申请国

家和自治区专项资金1亿多元，实施14

个文物安全防护项目。

为更好地为全区文保事业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2023 年西藏还公布了

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扎什伦

布寺等5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规划和79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两线划定。同时，完成了全区575处寺

庙寺藏可移动文物登记建档和59处名

碑名刻文物遴选推荐和资源摸底调

研，其中15通碑刻石刻入选国家文物

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

名录》。

西藏落实百余个重点文物保护项目

新华社北京 3月 31 日电 （记

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

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月31日

发布数据，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50.8%，比上月上升1.7个

百分点，高于临界点，制造业景气回升。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

统计师赵庆河表示，3月份，随着企业

在春节过后加快复工复产，市场活跃

度提升，制造业 PMI 升至 50.8%，重返

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5

个位于扩张区间，比上月增加10个，制

造业景气面明显扩大。

产需指数双双回升。3月份，生产

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2.2%和

53.0%，比上月上升 2.4 和 4.0 个百分

点，制造业产需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进出口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春节

过后制造业进出口景气度回升，3月份

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51.3%和 50.4%，比上月上升 5.0 和 4.0

个百分点，均升至扩张区间。

小型企业 PMI 升至扩张区间。3

月份，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1.1%、50.6%和50.3%，比上月上升0.7、

1.5和3.9个百分点，不同规模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均有所改善。

三大重点行业同步扩张。3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消费品行业、装备制造

业 PMI 分别为 53.9%、51.8%和 51.6%，

比上月上升3.1、1.8和2.1个百分点，均

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

55.0%，相关行业产需加快释放。

市场预期继续向好。3月份，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5.6%，比上月上

升 1.4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区间，

表明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信心增强。

3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升至50.8%

科技飞速发展，航空业的未来已不局限于万米高空。2024年的春天，低空

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词。

中国民航局3月29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超126万架

无人机，同比增长约32%。2023年，民用无人机累计飞行超2300万小时。民航

局已批准建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17个、试验基地3个，覆盖城市、海岛、

支线物流、综合应用拓展等场景。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最新发文提出，到2030年，通用航空装备全面

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形成万亿级市

场规模。

大幅增长的无人机数量，多个批准建立的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印证着低

空经济正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一片新蓝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

长引擎。近段时间，国内不少地方抢抓机遇探索低空经济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那么，什么是低空经济？

据民航局综合司副司长孙文生介绍，低空经济既包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

又融合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是一种容纳并推动多领域协调

发展的综合经济形态，具有明显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而低空经济与你我的距离，其实比想象的还要近。

深圳星河World商场天台，无人机有序升降，高效完成外卖配送；青岛平

度，农民使用植保无人机播种撒肥，管理农田省时省力；今年2月，全球首条跨

海跨城的电动“空中的士”首飞，从深圳到珠海仅需20分钟，低空载人运输正在

“解锁”城市三维立体化交通网……

通用航空航线越来越广、无人机新业态越来越多、飞行更加安全可控……

近些年，低空经济在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市场发展

前景广阔。

这背后，离不开日渐完备的产业链支撑。

在国家首批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之一的安徽芜湖，从航空新材料、通航整

机，到临空经济、低空运营，200多家通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此集聚。

在海南，通航产业已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吸引通航企业竞相落地，低空旅

游、短途运输、航空摄影、商务飞行、飞行培训等业务迅速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用航空产业是低空经济的主体，将以

应用场景创新和大规模示范应用为牵引，加快通用航空技术和装备迭代升级，

建设现代化通用航空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中国特色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新模

式，为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极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要先让更多飞行器飞起来，才能壮大低空经济。空域管制、适航审定、飞行

保障等，都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对此，民航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空域分类和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增加低空可飞空域，并在航空器适航审定、低空飞行服务

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市场准入、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研究和谋划，助力低

空经济蓬勃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 黄韬铭）

我国低空经济蕴藏万亿级市场

无人机超126万架！

人民网太原 3 月 29 日电 （记

者 麻潞） 3月29日，记者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简称“实

施办法”），将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修订的实施办法共 7 章 48 条，

分为总则、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

建设用地、监督检查、法律责任和附

则。据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副

主任杨向群介绍，条例主要从以下五

个方面作了规范：

严守耕地红线。建立耕地保护的

网格化监管机制，明确耕地保护的责

任主体、考核机制和奖励制度；明确对

永久基本农田进行特殊保护；禁止闲

置、荒芜耕地，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和服务主体，通过代耕代种、代管代

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恢复耕种，

提高用地效率，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措

施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统

筹耕地保护与生态保护，明确规定禁

止开垦耕地的区域。

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作

用。明确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

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明

确编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原则要求和依

法实行分级审批。

优化建设用地审批权限与程序。

完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编制要求，

明确国有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和涉及

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审批程序，

完善临时用地制度，提高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

规范土地征收程序。明确土地征

收的责任主体、公告范围、修改方案、

申请和报批、补偿安置等内容，切实维

护被征地主体合法权益。

完善宅基地管理。落实节约集约

用地要求，明确农村村民建造住宅的

用地总体原则；充分保护农村村民宅

基地合法权益，允许村民依法自愿有

偿退出宅基地，并明确给予其公平、合

理的补偿，并对易地建造住宅进行规

范，保障户有所居。

山西：土地管理新条例5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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