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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晓、杨雯）3月18日9
时30分，随着一阵轰鸣声响起，一架翼展
9米、高1.45米、自重155公斤的大型无
人运输机缓缓升空，翱翔在衡水桃城机场
上空。这标志着我省首架自主研发制造的
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宝云号”首飞
成功。超长的航时和低廉的价格，使此类
无人运输机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本次飞行时长20分钟，飞行高度
500米，全方位展示了其优秀的性能。

“‘宝云号’是由衡水桃城机场完全自主研
发、制造的长航时大载重无人运输机。这
款机型不再是简单的飞行工具，而是技术
集成的里程碑。”研发总工程师戴长靖激
动地说，“它采用80匹马力四冲程汽油发
动机，最长航时26小时，相当于从衡水直
飞广州无需中途加油，比现有续航10小
时左右的同类机型续航能力翻了一番还
多。200公斤的有效载荷，相当于可以同
时运送4台心脏体外循环机。而在价格方
面，相较于同类机型每架 500万元到
1000万元，它仅需150万元，从而让县域
物流企业也能组建无人机运输队。这三个
维度的突破，正在改写行业规则。”

作为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家，中
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人才发展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段志勇介绍：“‘宝云号’是
河北省首架自主研发制造的长航时大载
重无人运输机，凝聚着航空科技创新的最
新成果，将带动从航空零部件制造到智能
管控系统的全产业链集聚。测算显示，每
批次生产将新增50个就业岗位，拉动配
套产值超千万元。”

“宝云号”作为第一批“宝云号-101”
机型代表，首飞仪式上完全按既定空中路
线进行展示，无需人员实时操作。衡水桃城
机场塔台负责人王志生说：“针对‘宝云号’
起降需求，机场制定了专项预案，通过雷达
与监控实现全要素感知，构建了‘塔台-空
管-地面’三位一体协同机制，以‘零差错、
零事故’目标护航，筑牢全天候安全屏障。”

据了解，“宝云号”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在应急救援方面，能在山区、海岛等
复杂地形实现24小时不间断物资投送；
在智慧物流方面，可构建300公里半径的
城乡空中配送网络；在智慧农业方面，单
架次即可完成2000亩范围的精准作业；
在环保监测方面，可搭载多光谱设备对大
气质量及湖泊环境进行网格化巡检。

衡水通航产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何童介绍：“这是继去年桃城机场实现

‘毒蛇’轻型飞机国产后衡水低空产业的
又一标志性成果。‘宝云号’即将开始量

产，每批次可产10架，年产可达百架以
上。我们还将持续深耕eVTOL垂直起
降飞行器与桥梁检测专用无人机研发，
构建‘空中卡车+智能装备’产品矩阵。”

近年来，衡水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
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衡水桃城机
场有1100平方公里空域、4000米高度，
全年可飞行时间达320多天，为低空经
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20年，
衡水桃城机场成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备案
制改革后全国首家通过审核批准的B类
通用机场。机场规划占地面积20平方公
里，总投资167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航空
飞行营地、无人机基地、航空器材展示交
易维修中心、航空器博物馆、航空运动休
闲综合体等。在此基础上，衡水构建起以
桃城机场为核心的“一链九块”产业体
系，涵盖航空制造、文旅、研学等九大板
块。目前，我市低空产业规模突破20亿
元，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产值近6亿元。
通过空域资源、基础设施与产业创新的
多维联动，衡水正从单一飞行场景向立
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圈加速跃升。

另悉，“宝云号”成功首飞同日，衡水低
空经济产业协会也宣告成立，将整合30余
家会员单位的创新资源，打造“研发-制
造-应用”的生态闭环，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衡水自主研制大型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
系河北省首架 长航时大载重低价格使其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本报讯（记者张洪宁）近日，从

衡水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获悉，
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资格认定分两个批次，第一批次网上
报名时间为3月20日至3月31日，第
二批次为6月16日至6月30日。申请
人可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报名。

参加认定者须具备相应的学
历、教育教学能力、普通话水平、身体
条件、思想品德条件，并须通过无犯
罪记录情况及从业禁止核查。被撤销
教师资格人员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认定。

认定采取网上报名、体检、网上
审核确认方式，我市已开通“全程网
办”，申请人须按时上传材料，留意

“查询报名信息”栏“资格认定材料确
认情况”和工作人员留言，按要求修
改或补充材料。

第一批面向符合条件的社会
人员、港澳台居民，以及普通高校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或专升本学生
（以本科或专科学历的非应届在读
学生身份申请认定）。第二批面向
2025年普通高校（含两年制“3+2”
及五年一贯制专科院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以及未参加第一批次认定的
人员。非普通高校在读人员（如自学
考试、成人高考、国家开放大学、网
络教育、境外教育等）须毕业后申
请认定。

网报完成后，申请人持《河北省
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河北省
教师发展与资格认定事务中心”官网
自行打印）到指定医院体检。第一批
次时间为3月20日至4月2日，第二
批次是6月16日至7月2日。衡水15
所医院体检结果互认，衡水与沧州也
实现跨市互认，无需申请人领取。

今年上半年认定取得的证书，
8月中旬后可在“中国教师资格网”
查询。

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
今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记者段文雅）3月 15
日，衡水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开启春
季“洗城行动”，对主城区主干街道、
沿街环卫设施进行全方位深度清
洗。

18日，记者在人民路看到，洗扫
车、吸尘车、洒水车等机械化环卫车
辆正有序开展作业，清洁后的路面
干净湿润，受到市民点赞。

市环卫中心积极调整机械化作
业模式，形成夜间“洗城”、白天保洁
长效工作机制。他们每天4时至7时
利用人、车流量较少的有利条件，出
动50台大型洗扫车、29台洒水车，
对人行道、机动车道以及道路两侧
辅路、护栏等进行全面冲洗、清刷作
业。白天洒水车、雾炮车、护栏车、吸
尘车科学分组，对主城区开展“干扫
—冲洗—湿扫—洒水—喷雾”五位
一体机械化清扫作业，确保“洗城”不
断档、标准不下降。

市环卫中心还开展便道冲洗协
同作业，进一步消除路面积存灰尘。
每天7时30分至18时，陆续出动50
余台便道冲洗车，分片区、分街道对
主城区便道、辅路进行大冲洗作业，
对部分积尘严重、油污留存时间较
长的路段进行深度洗刷，做到不漏
冲、不少冲、无死角、清底子、见本色。

扮出洁净“春妆”

主城区开启“洗城行动”

本报讯（记者夏兆臻）去年以来，衡
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衡’健康 共享

‘瘦’”健康减重大赛为切口，全方位、深层
次持续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落地见效，
提升公众对自身体重管理的意识，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为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以赛为媒，坚持统筹谋划“一盘棋”。
市卫健委坚持高位推动，成立健康减重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部署会
议，深入研讨并印发《衡水市“体重管理
年”活动实施方案》，明确18条工作举措
和35项具体任务。坚持市县联动，建立市
级谋划指导、县级组织落实的工作机制。
各县（市、区）配备专职健康指导员，负责
日常管理和健康指导。市疾控中心对赛事
管理人员及健康指导员开展科学运动、营
养膳食等方面培训。分队管理参赛人员，
保持与参赛人员的紧密联系。坚持广泛发
动，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联动，全方位宣
传比赛政策、普及健康减重知识。构建以

“健康衡水”“衡水疾控”公众号为龙头，各
县（市、区）卫健局、疾控机构、市直卫生健

康单位官方微信为支撑的宣传“矩阵”，常
态化推送健康知识、选手风采等内容。

以赛赋能，实现赛事保障“一条龙”。
去年，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疾控中心承办
的健康减重大赛成功举办。全市共设置22
个线下体测点，对报名人员身高、体重、体
脂等项目进行赛前、赛后体测，确保比赛
公平规范。人员招募科学化，线上报名2万
余人，经线下体测筛选，最终确定符合参
赛条件人员。其中，成人组（18至60周岁）
达到计划数143%；儿童组（6至14周岁）
参加“轻盈未来 健康成长”打卡活动，达
到计划数127%。平台支撑智能化，开发启
用衡水“健康减重”微信小程序。参赛人员
通过小程序进行线上报名、运动打卡、查
看积分排名等，并获取科普资料，促进体
重管理日常化、便利化、规范化，增强参赛
体验感。积分评比精准化，设置健康减重
达人、健康成长小达人、优秀团队等奖项，
采取积分制结合减重效果进行评比。

以赛促管，打造体重管理“一张网”。
我市以健康减重大赛为契机，以群众营养

需求为导向，组织举办全市合理膳食科普
大赛；组建市级体重管理专家库，常态化
推送“三减三健”、科学减重等健康常识，
对全市体重管理工作给予专业、系统的技
术支持；在全市38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设立减重门诊，提供合理膳食、内分泌调
节、产后恢复等减重诊疗服务，开发减重
门诊导航微信小程序；在全市范围推广

“运动零食化、运动碎片化”“动则有益”等
运动理念，引导市直部门开展“工间操”等
文体活动；推进“健康单位”创建，建设健
康小屋、营养健康餐厅，培养营养指导员；
引导线上外卖平台推广“三减”营养餐；将
营养健康、体重管理等纳入健康教育课，
保障学生每日体育活动时间；培训社会体
育指导员，扩大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下一步，我市将全力打造覆盖“孕产
妇、婴幼儿、儿童青少年、职业人群、老年
人”生命全周期和“家庭、社区、单位、就
读、就医、运动、出行”生活全场景的健康
生活方式支持性环境，扎实推动“体重管
理年”活动落地见效。

我市持续推动“体重管理年”活动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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