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手缺口百万：无人机飞出就业新天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文辉

近两米长的螺旋桨急速旋转，搅动四周空气，产生
巨大的浮力，载着100公斤沙袋的飞行器慢慢起飞、悬
停、盘旋。有点笨拙，但还算平稳。

9月的一天，在武汉市一片水域旁的空地上，熊清
震和团队完成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验证机
的第一次试飞。

“明年夏天样机试飞，我自己上！”低空经济风起云
涌，在做了十多年无人机飞手后，被业内称为“湖北第
一飞人”的熊清震也将迈入新赛道。

零下40摄氏度
拍“北京8分钟”

1981年出生的熊清震是黄冈人。他自称“斜杠青
年”——有很多身份、多重职业，印在名片上要用斜杠
来区隔。

把他的诸多身份看成一个圆，圆心很清晰：飞
行。

读中学时，熊清震迷上航模。没钱买套材，就自己
削木头做螺旋桨、翼肋，再攒钱买发动机。“辛辛苦苦做
一个月，一飞就炸。这种事情太多了。”有一次，他在武
汉市参加比赛，航模飞起来，四周全是喝彩和欢呼，“那
种感觉很享受。”

2006年，熊清震在一架航模的翅膀上绑了一个摄
像头，在武汉沙湖完成个人第一次航拍。

有这样的经历，他成为一名无人机飞手也就顺理
成章了。2011年、2012年，熊清震为一家电视台拍摄

“鸟瞰武汉”节目，飞遍武汉三镇。
2016年前后，无人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航拍门

槛越降越低。熊清震转战细分市场，“只飞难的，比如
穿越机。”

穿越机是“无人机中的F1”，速度快，转向灵活，没
有避障功能。“许多镜头要贴脸拍，有避障（功能）的话，
就飞不了那么近。”熊清震解释说。

拍汽车广告时，熊清震坐在车里，穿越机抵近车
轮、贴地掠过，捕捉轮胎和地面摩擦、黄沙扑面的镜
头。“车进、穿越机退，所有操作都是反的，全靠手感和
判断。”他说。

难度这么大，收入自然不低。一般按天数算，平均
一天2万元。

2018年，熊清震接了个大活——为平昌冬奥会闭
幕式拍摄“北京8分钟”。团队在一个月里跑遍东北三
省，最冷到零下40摄氏度。熊清震是摄影师、飞手，偶
尔还要客串美工。有个镜头，从空中俯拍雪原上硕大
的红色“2022”。团队提前一天在雪地上铲雪、钉桩、

构图，拍出来的效果让
导演组很满意。

当时，有两个团队
参与航拍。成片中，
80%的航拍镜头用的是熊清
震团队的。

自主研发
无人驾驶载人机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熊清震看到了无人机身
上的各种可能。

“无人机是载体，搭载不同工具，就能完成各
种工作，衍生出各种职业。”对熊清震来说，无人
机是爱好，也是事业。他闲暇时喜欢弹吉他，而
他的职业规划也像优美的乐曲，充满了节奏感，
每一步都踩准了市场需求变化和行业发展
的节拍。

2016年，他和当年一起玩航模的小
伙伴成立了两家公司：一家做测绘，一家
做农林植保，在各自领域都做到省内前
列。去年，植保公司的作业面积突破
500万亩。

2018年，他们开办一家无人机飞行培
训学校，仅去年，就有3000多人来培训。

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明确列为新增
长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

熊清震和小伙伴成立新公司，决定专门研
发eVTOL。

eVTOL是一种新型航空器，无需跑道，电力驱动，
在城际交通、旅游观光、医疗救援、应急响应等领域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无人载人机。”

今年7月，项目立项，熊清震是总负责人。从总体
构思到外形、飞行控制，他一点点抠细节。9月初，验
证机完成第一次试飞。熊清震说：“操控的响应速度有
点慢，灵敏度不够。”

在他看来，eVTOL似乎并没有多么神秘，更像一
个大号的、复杂的航模。“发动机这些硬件靠采购；飞控
方面，我们跟一家专业公司合作。最后拼的，就是安全
性、动力利用的效率和飞行姿态的稳定性。”

按计划，样机将在明年夏天推出，自重约170公
斤，核载一人。团队已看好一片湖面，用电子围栏框出
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eVTOL将限高、限速，供市
民体验。

“第一步很关键，要让项目落地，让老百姓能体验、
能飞起来。”熊清震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文辉
通讯员 孙蕾

高素质的劳动者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第一要素。

低空经济的崛起，催生一系列
新职业、新岗位。据有关部门测算，
仅无人机飞手，全国就业人才缺口
就高达100万人。由无人机衍生出
更多次生消费，与其他行业交叉融
合，创造了诸多新的就业岗位——

无人机教员

6年带出近千名飞手

“上高度、找点位，匀速推杆
……”10月28日，武汉市沌口足球
公园，宋特赏指导学员练习无人机
水 平 8 字 飞 行 。 这 是 要 取 得
CAAC（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作
员）执照的必考科目。

今年1月份，《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根
据规定，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的
操控员都应取得相应等级的民航局
执照。宋特赏明显感觉到，来考证
的学员越来越多：“以前一个班十几
人，现在每月开班，每期都有80人
到100人。”

2018年，宋特赏拿到无人机教
员证，入职卓沃飞行基地。基地当
时只有四五个人，现已发展到30多
人，包括12名教员；除面向社会招
生，还和消防、电力等单位合作，开
展定制培训。仅去年，就有3000余
名学员在这里拿到“毕业证”。

6年下来，宋特赏带出近千名
飞手。他介绍，CAAC执照由中国
民用航空局直接管理和签发，分3
个等级：视距内驾驶员（驾驶员证）、超视距驾驶员（机长
证）、教员证。在卓沃飞行基地，驾驶员证的培训周期是
15天，价格9800元；机长证则是21天，需要13800元。

“虽然贵一些，但考机长证的人还是更多，因为能操控的
机型更多、含金量更足。”他说。

有位60多岁的大爷，喜欢航拍，从2021年到2022
年，连考6次失败，依旧不放弃，第7次终于考过。现在，
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宋特赏的学员，其中不少是大学
生。“行业监管越来越严，无人机执照会像汽车驾照一样，
成为求职的必备硬件。”宋特赏说。

系统运营专员

指引无人机自动执行任务

“今天开始，九峰街社区、关山公路监测站等28个机
库火险巡检频次从每天4次增加到6次……”10月28
日，武汉东湖高新区低空共享无人机应用示范区指挥中
心，李彦飞在后台下发指令，机库接收指令后，无人机自
动定时起飞。

李彦飞是普宙科技有限公司的无人机系统运营专员。
2022年，普宙公司与东湖高新区携手建设低空共享无人机
应用示范区，共装备186台无人机、配套部署128套机库，
实现对光谷518平方公里区域的全覆盖。

“无人机需要飞手操控，有了机库以后，能真正实现
‘无人化’。”李彦飞介绍，机库是充电站，也是地面操控
站，可实现远程指令下达、自动开合、无人机自动起降与
充电等功能。

根据用户需求，李彦飞和同事规划了2000多条航
线。这些航线被录入各机库系统，指引无人机自动执行
任务。得到的数据在后台汇总，分门别类，按需提供给
32个部门，包括火点及烟雾识别、水质监测、交通巡查、
消防应急、能源巡检、民生服务等。

李彦飞介绍，项目有系统运营专员10人，日常工作
包括飞行数据监控、机库调试、查核及整理数据、即时响
应突发任务等。“这是一个全新的职业，我们也是摸着石
头过河。”他说，普宙公司制定各类安全运营管理规范、建
立协调机制，努力让制度建设跟上行业发展的脚步。

编队表演编程员

2024架无人机舞出一条龙

2024架无人机分成9层依次起飞，在空中汇聚、组
合，最后，变成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那一刻很震撼。我
们在电脑上看过效果图，但实景一出来，还是忍不住尖叫
喝彩。”10月29日，回忆起一个多月前的长江文化艺术
季开幕式，徐奥依然有些激动。

他今年25岁，2021年入职长江千机（武汉）文旅科
技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无人机编队表演编程员。“无人机
编队表演是通过一系列算法和数据处理，使无人机按照
预设的程序和路径飞行。我的工作就是用软件为无人机
编写表演程序，设定飞行路径、速度和时间等参数。”他介
绍，编队表演用的无人机是专用的，其定位系统精度达到
厘米级，能识别自己的位置，也知道旁机的位置和路径，
避免在空中打架。

长江文化艺术季开幕式上，无人机编队在14分钟内展示
16幅画面，设计历时一个半月，而徐奥和团队只用了2天就完
成编程。“一是时间紧。二是我们公司的技术能力足够出色。”
他介绍，开场巨龙盘旋是最“炸裂”的场面，空中飞行范围达
300米乘以100米，队形变换复杂，“龙头抬起、龙身舒展，看上
去幅度不大，但无人机实距可能就要飞50米之远。”

完成开幕式后，又迎来国庆档期，徐奥在省内5个城
市巡回演出，10月份有20天在外地出差。“去年，我们公
司做了75场表演，今年应该有80多场。”他说，从难得一
见的夜间奇观，到灯火良宵中的城市日常，无人机表演持
续火热，而这种编队策略还可以应用到物流、农业等领域，

“天高海阔，我们随时准备‘起飞’。”他的言语中充满自信。

“斜杠青年”飞进新赛道

研发无人载人机
让普通人飞上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文辉 通讯员 李慧

看到无人机腾空而起，32岁的陈琰松开心得像
个小孩。他斜着身子，努力地控制着遥控器，神情专
注、小心翼翼。

陈琰松是仙桃沔城回族镇黄金村人，从小右手
和右脚行动不便，8岁才勉强学会走路，现在是肢体
二级残疾。他做过两年电商，没做起来。

今年10月份，省残联组织技能培训，有直播、茶
艺、电焊等。陈琰松选择了无人机：“村里有人飞，我
见过，很向往。”

10月14日，陈琰松来到位于鄂州的湖北航空
高级技工学校。两天理论课、两天模拟飞行，第五
天，他迎来第一次实操。“还是有些紧张，怕风，飞得
不够稳。”他的右手有行动障碍，这加大了操控的难
度，“再多练练，应该能行。”经过努力，他成为省残
联培训班优秀学员。

陈琰松学无人机，不是为了玩。他想做农林植
保工作。“全村有3000亩地，每年要打6次农药，再
加上施肥、播种，活儿不少。”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
公司承包了村里的植保业务，但有时忙不过来，村
民还要自己去找人做。

湖北航校培训科科长王小亮介绍，操纵其他
行业无人机需要CAAC（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
作员）执照，而操控农林植保无人机只需通过厂
商培训，门槛稍低，“这次培训班有 30名残疾学
员，其中不少跟陈琰松一样，都有做植保的想
法”。

10月24日，陈琰松结束培训回到仙桃家里，第
二天就花1500元买了一架无人机，最近天天找空地
练习。每年3月份到10月份是农林植保服务需求
的高峰期，今年赶不上，他想明年年初就上岗：“到时
候，有一份稳定收入，自己养活自己。”

仙桃一农民参加
省残联组织的技能培训

玩转无人机
回家做植保

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不断催生着新岗位、新职业，比如，学修空调的学起了维修新能源汽车；玩航模的变

成了玩转低空的无人机教员；学数学的当上了提示词工程师……一批新的就业岗位，召唤着有志向、能奋斗的人。湖北日报

今推出“新产业催生新岗位”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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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熊清震（左）在东北拍摄
冬奥会“北京8分钟”。（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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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8月

我国无人机实名登记198 万架

比2023年底增加72万架

颁发无人机驾驶员执照22 万本

比2023年底增加13%

全国1.6 万家无人驾驶

航空运营企业取得合格证

今年1至8月

全国民用无人机累计飞行

1946 万小时

同比增长15%

截至2023年底

中国民用无人机研制企业

超过2300 家

量产无人机产品

超过1000款

2023年

交付民用无人机超317 万架

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达1174 亿元

同比增长32%

我国已多年位居

世界第一大
民用无人机出口国

在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量

约占全球70%以上

成为全球第一大技术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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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残联无人机培训班合影。
（湖北航空高级技工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