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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是益阳市最早接触无

人机的一批女飞手。”11月12日，

谈论起自己的飞手生涯，汤庆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时间要拉回到 2016 年，当时，

在长沙工作的汤庆接到了来自父

亲的电话，�来，����了���来，����了������了��

1500 亩的稻田，但因为不熟悉现

代化农业器械，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和妻子两个人越来越吃力，希

望女儿能够回乡帮助父母。

汤庆二话不说答应了，回到了

�乡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街道米

香村，作为一名年轻人，汤庆希

望能够用现代化的方式做一点不

一样的农活。

刚好此时，赫山区农机局在

全区推广农业无人机，她购买了

无人机，并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培

训，从理论到实操，接受了系统

的无人机学习。

汤庆记得，课堂上，自己按

照老师讲解，进行学习无人机操

作时，“心情既新奇又紧张”。她

解释，无人机十分昂贵，每一次

起飞都不敢掉以轻心，每次作业

总要再三确认才让它起飞，“就

怕操作有失误，导致炸机、撞击、

坠落等事故。”凭借着自己的好学、

肯钻研，接触无人机一个星期后，

汤庆就通�了考试，拿到了无人

机驾驶证，成为赫山区的第一代

女飞手。

很快，汤庆就在自己的稻田

上空进行了飞行。她将精心调配

好的除草剂装入植保无人机上的

容器内，随后，又在系统内详细

标注了飞行区域内的障碍物，设

置好了飞行高度和速度。伴随着

旋翼的转动，无人机在汤庆的操

作下迅速升空，灵活自如地在宽

阔的农田上方飞行、盘旋、向下

喷出均匀的白色水雾。

“植保无人机操作非常简单，

调好药剂灌入箱�，规划好航线，

它自己就能一键作业，仅需 6 分

钟，就能完成 10 亩水稻的飞防作

业，不仅省时省力效率高，又能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这就是科技

的力量。”汤庆告诉记者。

服务完自�的稻田后，汤庆又

马不停蹄地为其他农户提供飞防

服务，“一天保底收入可以有1000

元”。这高�的回报让她�生了�。这高�的回报让她�生了�这高�的回报让她�生了�

动农户学习无人机操作的想法。

说干就干，针对周边群众的

需求，汤庆先后开展了农业培训

20 余次、技术推广 10 余次，培

养女性农机能手 8 名，�动周边

70 多名群众就近就业。

村民汤芳芳就是其�一员，

因为�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汤

芳芳没法外出工作。得知这一情

况后，汤庆多次上门劝说她来农

场学习无人机技术，并手把手教

学。同时，购买无人机以及考证

的费用全部由农场出资，学成后，

汤芳芳的日薪不低于 400 元，还

可以使用农场的无人机单独外出

作业，参与分红。

“目前，飞手有两种方式取

得无人机驾驶证，一种在公司培

训后通�考试获得，另外一种

掌握飞行技能后积累飞行时长，

这对于学习无人机的人来说，算

是比较方便的。”但令汤庆感到

苦恼的是，无人机保养维修的

成本�高，迭代更新快的同时

也存在弊端，旧无人机的电池等

物品又不能与新一代无人机兼

容，这导致使用无人机的成本大

大提高，“对于我们普通农户来

说，根本无力�担”。不仅如此，

无人机在购买回�正式投入使

用前，也要经历一系列繁琐的程

序：购买多重保险、在民航局登

记备案……“这些手续都让农户

们望而却步。”

虽然困难重重，但汤庆依旧

满怀希望，随着技术的发展，她

惊喜地看到，无人机从最初的喷

洒农药，已经增加了各项技能，“播

种、施肥、查看水稻病虫害等都

可以做到了”。

更令汤庆切身感受到技术进

步的是，刚开始飞无人机，需要

手拿遥控器抬头跟着走，一站就

是一天，每天腰酸背痛。“如今技。“如今技“如今技

术革新，四四方方的高标准农田，

测点预设路线极为方便，还可以

自动洒药，解放双手，技术越来

越方便了。”

开展培训，帮助更多妇女学习无人机
现状 火热的“低空经济”

科技飞速发展，航空业

的未来已不局限于万米高空。

2024 年，低空经济成为一个

热门词。

�国民航局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6月，全国实名登记的今年 6月，全国实名登记的，全国实名登记的

无人机达 188万架，新注册无

人机�� 61万架，较去年增

长了近 50%，而仅有 23万人

拥有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关

部门测算，行业就业人才缺口

高达 100万人。

2023 年，民用无人机累计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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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更加繁忙的一天，

不可避免地将要来临。”在

2023 低空经济发展大会上，

�国工程院院士樊邦奎的这句

话，鲜明地描述了低空经济火

热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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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也不例外。

作为全国第一个全域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拓展省

份，湖南近年通�创新机制、

多措并举，推动低空经济的

发展：出台全国第一部地方

性通航法规，引领和推动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编制实施

全国第一部空域划设方案，

实现了省域低空空域分类划

设、全域覆盖、动态释放、

灵活使用；建立全国第一个

覆盖全省的低空监视网，综

合运用“北斗 +ADS-B+5G”

三模技术，建成 53 个地面

监视站；湖南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全省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对低空经济产业进行“货

真价实”的补贴。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底，湖南通航飞行时间、经营

性通航公司、通航制造业营收

分别为改革前的 3.33 倍、1.68

倍、1.65 倍。2023 年， 全 省

通航产业实现年营收 510 亿

元，全省已有 61 个通用机场

场址获得核准。

湖南的目标是：力争到

2025 年，全省低空经济领域

规模以上企业� 20 �，基本

建成“1+13+N”通用机场网，

低空经济总产值达 1600 亿元

左右。2035 年，实现“县 县

有通用机场、乡乡有临时起降

点”。 

 她是初代“女飞手”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无人机技术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不仅重塑了众多行业的面

貌，更开辟了一片属于勇敢探索者的天空。在这片蔚蓝之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正以不凡的姿态

翱翔——她们，就是无人机女飞手，一群用智慧和勇气书写天空传奇的女性。

无人机女飞手的职业之路，远比人们想象中要艰辛许多。她们不仅要面对复杂多变的飞行环

境，克服恶劣天气带来的挑战，还要精通无人机操控技术，掌握数据分析、图像处理等多项技能。

这背后，是无数次重复的模拟训练，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追求，更是对自我极限的不断突破。

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性别从来不是限制梦想的藩篱，女性的坚韧与细腻，让她们在无人机领

域同样能够大放异彩，展现出令人瞩目的专业能力和创造力。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日益重视，相关政策也在积极支持无

人机行业的多元化发展，为女性飞手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从专业培训的普及到行

业赛事的设立，从政策扶持到社会认可，每一步都为女性进入并深耕无人机领域铺设了坚实的

道路。这不仅是对女性能力的肯定，更是对性别平等理念的践行。

在此，我们鼓励每一位怀揣梦想的女性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尝试、去探索、去飞翔。无

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如同一个巨大的风口，为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不

要害怕挑战，不要畏惧高度，因为在这片广阔的天空下，每一位女性都有机会成为那道最亮丽

的风景线。

期待更多女性勇敢“飞翔”, 实现梦想

编后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应用场景的拓展，无人机行的拓展，无人机行拓展，无人机行

业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无人机操控员”新职业的出

现，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

就业选择。与此同时，由于

培训周期长、投入成本大等

因素，“飞手”岗位“喊渴”，“好

手”更是稀缺。

“天空变得愈发繁忙的背

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飞手’岗位‘喊渴’以及‘好手’

稀缺。”重庆智慧农服垫江公

司总经理陈明川表示，让一名

“飞手”从入门到精通至少需

要半年时间，在培训�程�

每人要投入近 35000 元的成

本。执照取得后，企业还要

提供场地、设备、物资以及

教员等资源，对“飞手”进行

二次培训，无疑增加了企业的

用工成本。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注意

到，为缓解无人机“飞手”人

才短缺问题，湖南各地正通�

多种方式，培养具备实战能力

的无人机“飞手”。今年 9月，

在长沙航空应急救援基地，湖

南斯凯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湖南易于飞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各展所长开展低空飞行驾

驶培训项目，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助推湖南低空经济加速

“振翅高飞”。

不仅如此，相关部门的行

动也不可或缺。今年6月29日，

湖南省首届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在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举

行，努力为航空创新培养更多

后备人才。此外，宁乡、汝城、

祁东等多个区县也通�开展培

训、举办竞赛活动等方式，支

持和鼓励培养“飞手”，�动

当地无人机培训系统、认证标

准、考试系统等相关体制机制

的建立完善。

多举措培养综合技能人才

摄影 / 郭立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