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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内容：滑县作为河南省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任。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航空

作业（如无人机植保、农资运输、病虫害监测等）需求激增，但

现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高效、精准的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同时，

滑县交通区位优势得到有效改善，但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仍存在短

板，尤其在通用航空领域发展滞后，制约了应急救灾、物流运输、

产业升级等功能的发挥。在此背景下，规划建设滑县粮食主产区

的通用机场，既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也是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一）国家政策支持。通用航

空发展国务院《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完善通用机场网络，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河南省

通用航空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22035 年）》将豫北地区列

为通用航空重点发展区域，支持建设一批功能复合型通用机场。

滑县作为粮食主产区，可依托政策红利，通过通用机场建设实现

农业与航空产业的深度融合。（二）农业现代化亟需航空服务支

撑。以无人机植保为例，当前主要依赖临时起降点，效率低、成

本高。通用机场建成后，可集中调度农业航空资源，实现病虫害

防治、种子播撒、农田监测等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预计提升

作业效率 50%以上，每年减少粮食损失约 5 万吨。（三）区域应

急保障能力亟待提升。通用机场可快速响应灾情，承担医疗救援、

物资投送、灾情勘察等任务，弥补地面交通受阻时的应急短板。



参考山东菏泽、安徽阜阳等粮食主产区经验，通用机场在灾害救

援中可缩短响应时间 60%以上。（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用机场可带动航空物流、低空旅游、飞行培训等产业发展。以

河南安阳红旗渠机场为例，其通航后年货运量增长 25%，周边形

成航空服务产业集群。滑县粮食主产区通用机场建成后，预计可

新增就业岗位 800 个，年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 3 亿元。

具体建议：（一）科学规划布局，实现一场多能。1.选址原则：

优先在滑县白马坡粮食核心产区布局，避开永久基本农田，辐射

半径 30 公里内覆盖 80%以上耕地。2.功能定位：打造农业服务+

应急救灾+物流中转多功能机场，配套建设农用无人机起降坪、

应急物资储备库、冷链物流中心等设施。（二）创新投融资模式，

保障资金落地。1.财政支持：申请国家乡村振兴专项补助、河南

省航空产业发展基金，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占比不低于 40%。2.

社会资本参与：采用 PPP 模式引入农业龙头企业、物流公司联合

投资，约定运营收益按比例反哺机场维护。3.政策倾斜：对通用

机场用地实行点状供地，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三）构建

长效运营机制。1.运营主体：成立由政府控股、企业参股的混合

所有制运营公司，委托专业航空管理团队负责日常运维。2.服务

模式：设立农业航空服务中心，整合无人机企业、农技部门资源，

提供订单式航空作业服务。3.应急联动：与省应急管理厅、市消

防救援支队建立协作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演练，确保灾害发生时

1 小时内启动应急响应。（四）发展配套产业，促进产城融合。



1.航空物流：开通至郑州、石家庄等城市的短途货运航线，优先

运输鲜活农产品和高附加值粮食制品。2.低空经济：开发航空+

农业观光旅游线路，建设航空科普教育基地，培育消费新业态。

3.人才培育：与安阳工学院合作开设通用航空专业，定向培养飞

行、地勤、维修等技能人才。（五）强化生态保护，实现绿色发

展。1.环保设计：采用光伏跑道照明、雨水回收系统等低碳技术，

噪声控制达到《通用机场噪声限值》标准。2.监测机制：在机场

周边设置农业环境监测站，实时评估航空作业对土壤、作物的影

响。加快滑县粮食主产区通用机场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的创新实践，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

要意义。建议县委、县政府将该项目纳入 2025 年重点工程清单，

成立专班统筹推进，力争 3 年内建成投用，打造全省粮食主产区

通用航空示范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