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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满120升汽油，可飞行1300公里

4架阿若拉飞机风雨中发货

▲3月10日，山河科技的技术人员为阿若拉飞机机身裹膜防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
凌 通讯员 刘鹏飞）3月10日，湖南山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科
技”），4架SA60L（阿若拉）飞机被缓缓推
出机库，技术人员即将进行雨天交机前
的重要工序，给机身包裹防水膜。

“现在雨水多，要特别注意飞机外部
的防水。”山河科技营销副总经理肖黄兴
介绍。

14 时 30 分，被推上货车的 SA60L
（阿若拉）飞机开始裹保护膜。4名技术
人员用透明的保护膜，将机身、飞机的油
路接口、电器接口包裹了三层，这样能很
好地防止运输过程中雨水进入机体内。

15时，机身裹膜程序完成。20分钟
后，装载飞机的货车驶出机库，并将通过
公路运抵安徽，交付到客户手中。

阿若拉由山河科技研发制造，是我
国第一款通过中国民航适航认证的全复
合材料轻型运动飞机，第一款在欧洲注
册并销售的轻型运动飞机。去年下半年
来，公司的飞机生产订单陡增。今年，阿
若拉的订单已排到7月中旬。目前交付
的阿若拉已是3.0版，山河科技在国内轻
型运动类飞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65%-70%，居第一位。

山河科技常务副总经理谢向国表
示，随着行业发展步入“暖春”，公司
2021 年的目标是争取产能达到 100 架，
产值突破1亿元。

探秘3.0版阿若拉

名片 3.0 版的阿若拉整机重量 348
公斤，最高飞行高度 4500 米左右，百公
里油耗仅 8 升。根据不同配置，每架售
价在 115 万元至 180 万元不等。机身采
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工业设计感一
流。打开透明的环形天蓬，驾驶舱内的
结构一览无余：两个肩并肩的座椅，双套
的刹车和驾驶杆，座椅后面为行李留下
了一定的空间。

油耗“只需使用95号汽油，跟汽车
用的一样。”谢向国介绍，飞机加满 120
升汽油，可飞行 1300 公里，百公里油耗
仅8升，甚至比一辆豪车更省油。

交付“今年到目前为止，阿若拉已经
交付了8架。”谢向国介绍，阿若拉的客户
中，除了通用航空公司、航空俱乐部等，也
有私人订购。买了飞机后，如何拿到手？
记者获悉，受航线申请的限制，20%的客户
能直接从株洲机场将飞机开走，而大部分
客户则选择通过陆运的方式交机。

保养 在飞机发烧友中，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买得起飞机并不一定养得起飞
机。阿若拉的后期保养费用贵吗？谢向
国介绍，相比使用航空燃油，阿若拉加油
更方便，维护成本也变得更低。“客户在
经过山河科技的机务培训后，基本能自
行完成保养。飞行100小时做一次发动
机保养，一年的材料维护成本算下来在
1万元内。”谢向国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高晓燕 通讯
员 张灿强）“向中车株机全体员工致以衷心的感
谢！归功于你们的努力工作和帮助，蒙特雷地铁
3号线得以成功运营！”3月10日，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蒙特雷地铁
局的感谢信。

时间回到2019年。当年12月12日，中车株
机公司与蒙特雷地铁局正式签订车辆采购合同，
约定首批车辆交货周期为14个月。

14个月，对新造车辆来说，已经是极具挑战
的工期。没想到的是，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冻结”了时空，让这一时限显

得更为艰难。
无法出行，中车株机迅速组建的项目团队，

克服14个小时的时差，在线与客户沟通协调，用
时 2 个月就完成车辆初步技术方案。待疫情形
势稍有缓和，2020 年 2 月底，中车株机项目团队
逆行出征，顺利完成重要技术方案的确定，再次
赢得了项目交付时间。

可是，海外供应商因疫情延迟交付。项目团
队深知“按期交付是对客户的承诺”，及时调整海
外供应商，并赴当地工厂督导生产，全力保障供应
链稳定……

一环紧扣一环，生产任务逐层递进。2020年
10月，蒙特雷轻轨车辆在中车株机公司下线，较
原计划提前 2 个月。对这样精准高效的生产和
质量保证，墨方客户深感惊讶，连连称赞。

同月，蒙特雷轻轨首批车辆起运，于12月抵
达墨西哥。在墨西哥现场，项目团队继续克服疫
情影响、时间紧张等困难，一边做好防疫，一边加
班加点开展车辆调试，全力保障列车开通运营。

今年2月底，承载着当地民众7年期望的蒙特
雷轻轨3号线顺利开通运营，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装
备首次服务墨西哥。蒙特雷地铁局在感谢信中表
示，新型车辆是高新技术的成果，为新莱昂州轨道
交通领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体现了墨西哥和中国
经贸合作的新成就。

延伸阅读

来自墨西哥的感谢信
——中车株机“为新莱昂州轨道交通领域带来了巨大的进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高晓燕 通讯
员 谭小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
今年的高频词。其中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核
心材料、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根据“株洲市
2021年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总体安排，我市将
继续实施推进100个产品创新项目，总投资金额
达到91.4亿元，今年计划投入31.83亿元。

其中，重点推进15个省级产品创新强基项目
建设，计划总投资 21.77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6.7亿元，预计实现销售收入11.84亿元。65个市
级产品创新强基项目，计划总投资 69.62 亿元，
2021 年计划投资25.13亿元，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136.59 亿元。100 个项目中，计划于今年内竣工

的达到55个。
一些创新产品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今年，

湖南国声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超低延时AI
真无线蓝牙耳机”，将实现稳定量产，月产能可达
10万套以上；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将进入
绿色预制菜产品开发领域，完成一条3500吨预制
菜生产线改造，达成腊肉风味预制菜、香肠风味
预制菜等产品保质期实验及产业化。

产品创新，需要市场的良性互动。帮助企业
打通从技术—产品—样品—商品的“最后一公
里”，今年市工信局将全面梳理 3 年来重大产品
的创新成果，建立推广应用示范应用清单，加大
推广和采购力度，构建产品创新的应用生态。

100个产品创新项目投资91.4亿元
今年计划投入31.83亿元

▲中车株机造轻轨列车在墨西哥开跑 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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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运送旅客54.08万人次
同比上升121%

全市客运量总计1436.22万人次
同比2020年上升22%

其中道路客运总人数54.55万人次
同比下降73%

火车站总运送旅客43.89万人次
同比下降15%

高铁旅客发送量首超普铁

水运包船和渡口客运完成30.11万人次
同比上升195%

城市公交总运送人数达1160.32万人次
同比上升57%

出租车营运载客93.27万人次
同比下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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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奔腾，普铁“微软”

2009 年，武广株洲西站开通，株洲在全省
率先迈进高铁时代。但因经停车次少、周边兄
弟城市高铁站分流，我市高铁的旅客发送量，
即便在醴陵东站（2014 年 9 月 16 日开通）的助
力下，也难及普铁线上的株洲火车站。

2021年春运，株洲西站和醴陵东站旅客发
送量54.08万人次，以绝对优势超越株洲火车站
（43.89万人次）。

据统计，2021年春运我市高铁的旅客发送
量同比上升 121%，株洲火车站同比下降 15%。
以此推算，2020年同期的高铁旅客发送量仅为
24.47万人次，而株洲火车站为50.47万人次。

“历年春运，高铁的日均发送量最高也仅
在 8000 人次左右，普铁则至少在 1.2 万人次以
上。”株洲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

哪些原因导致了位置的转换？
广铁集团株洲车站党总支书记刘政介绍，

客流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疫情影响下旅客出
行意愿不高，其次则是车站正在进行站改，很
多列车不通过、无停点，客运量减少是必然。

反观株洲西站，在全国人大代表单晓明及
市委市政府的关注推动之下，该站2020年新增
车次14列。2021年春运期间，再次新增经停车
次11列，总经停车次达114列。

运力的增加，自然带来客运量的提升。
单晓明建议，在武广株洲西站现有增开经

停车次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广铁集团的交流
和对接，重点考虑往返北京、上海方向的经停
车次，待条件成熟后再增加始发车次。

“已经向广铁集团提交了在株洲西站增开
往上海方向列车的建议，正在等待答复。”株洲
市交通运输局铁路办副主任谭玲介绍，继续争
取株洲西站加开车次，已经被列入该局2021年
的重点工作事项。

公交受宠，出租式微

2021 年春运 1436.22 万人次的客运总量
里，公交以1160.32万人次的成绩“夺冠”，同比
上升57%；出租车营运载客93.27 万人次，同比
下降35%。

春运期间，全市 110 余条公交线路全线满
勤，智轨一期河西段试跑 7 天，载客量逾万人
次，村镇公交在春节期间的早晚高峰，更是一
座难求。

2020年，攸县完成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取
消原有农村客运班线，开通村镇公交85条（196辆
车）；同年，天元区启动城乡客运一体化试点，5条
村镇公交延伸至三门、雷打石、响水等镇、村。

固定班次，固定站点，票价仅在2元至5元
之间，老人、小孩等享受免票待遇……村镇公
交，出道即C位。

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科科长张建云介
绍，2021 年，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革将在全市推
进，天元区今年还将新增6条村镇公交班线。

3 月底，智轨一期河西段有望实现初期载
客试运营，城区快速公交系统即将成形；长株
潭一体化背景下，开通更多株洲至湘潭、株洲
至长沙的快速公交线路，也已被提上日程。

“公交运输体系日趋完善，公共交通在市民
的出行分摊率上，必然会越来越高。”张建云说。

出租车在春运中的式微，是私家车保有量
剧增、公共交通体系日趋完善共同作用的结
果，此外，“就地过年”号召影响下，流动人口减
少，也是出租车载客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道路客运，凛冬已至

春运结束，已是春暖花
开。但对传统道路客运来
说，行业仍在凛冬。

2021 年春运，全市道路
客 运 总 人 数 为 54.55 万 人
次，同比下降 73%。这个同
比，比的是疫情影响之下的
2020年春运（道路客运仅进
行 18 天，客运量同比 2019
年下降55.4%）。

数据冰冷，各大汽车客
运站候车厅的人气冰冷更
甚。

春运期间，记者多次随
相关部门到汽车客运站检
查，不论是市区还是县城的
车站，候车大厅里基本不会
超过30人。

“2013 年开始，道路客
运就开始走下坡路，这几年
尤为突出。”张建云介绍，私
家车的剧增、高铁车次的加
密、长株潭城际铁路的公交
化，就已经分走大部分中长
途客流；去年醴茶铁路复开
客运、城际株洲站开通运
营，再次稀释了南部县区及
长沙方向的客源。

对于传统道路客运来
说，转型图存，迫在眉睫。

方向在哪？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

的《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
要》明确，农村公路运输服
务总体实现“人便于行”“货
畅其流”，基本实现城乡公
路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加
快建立农村客运政府购买
服务制度，推进城乡客运一
体化发展；构建县、乡、村三
级农村物流节点体系，推动
邮政物流、农村客运小件快
运、电商快递、货运班车等
多 种 形 式 农 村 物 流 发 展
……

不论是城乡客运一体
化，还是农村物流、货运班
车，传统道路客运行业经过
多年积淀，并非全无基础，
此外，其他地方的经验也多
有可借鉴之处。

由此，株洲传统道路客
运能否抓住机会，乘势转
型？

春运数据背后的热与冷

高铁旅客发送量首超普铁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廖明 通讯

员 夏四亮）2021年春运在3月8日落下帷幕。3
月10日，株洲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我市2021年春
运大数据，春运 40 天，全市发送客运总量总计

1436.22万人次。
数据的背后，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

“密码”——高铁（株洲西+醴陵东）的春运旅客
发送量，首次超过普铁（株洲火车站），铁路出行

全面进入高铁时代；从市域到乡镇，公交出行蔚
然成风，出租车逐渐式微，城乡客运的二元结构，
在城乡客运一体化的进程中被打破；中短途传统
道路客运流量“跌跌不休”，行业凛冬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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