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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手培训市场发展迅猛

尽管面临空域和应用场景的
现实困境，无锡正加速产业布局，
推动无人机相关教育与应用的深
度融合，努力解决飞手就业难题。

无人机培训学员罗轶认为，
这个行业发展的过程是长期的：

“无人机行业的前景广阔，拿到证
书只是第一步，随着行业的不断
规范和发展，未来的工作机会也
会增多。关键是要不断提升自己
的技术和实战能力，适应行业的
发展需求。”

今年，江南大学增设了“飞行

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该专业将融
入复合材料、力学与高分子材料
等学科，着力解决飞行器设计与
制造中的技术难题，培养更多适
应低空经济的专业技术人才。与
此同时，无锡学院与梁溪区合作，
联合打造“低空产业学院”，整合
企业和高校相关资源，培养更多
专业的飞控和无人机操作人才。

此外，随着海东市场的布局，
无锡在低空经济应用领域的布局
也进入了新阶段。无锡金匮之翼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青海化隆县

职业技术学校合作，成功推动了
“低空经济”培训项目。青海地区
的高原地理优势为无人机应用提
供了独特的机会，涉及生态保护、
农牧生产等领域，有力地推动了
低空经济的落地和发展。

随着政策支持的逐步完善和
产业应用场景的拓展，无锡低空
经济未来将迎来更多机遇，飞手
培训市场的不断成熟和行业发展
的全面推进，也将为市场注入更
多活力。

（晚报记者 陈怡迪/文、摄）

盛夏，
抓“知了猴”火了

“新吴哪里可以捉知了？”“无
锡哪里有‘知了猴’？”最近，不少市
民在网上发帖，询问捉“知了猴”的
好去处。在锡城的树林、公园、河
堤附近，出现了一群“神秘人”。他
们手持手电筒、拎着塑料袋，全神
贯注地在树上搜寻“知了猴”。正
值盛夏，抓“知了猴”这一活动正悄
然火了起来。

一只小小的“知了猴”，为何变
得如此抢手？有市民打趣道：“因
为吃完就安静了！”“小小知了轻松
拿捏！”网友小鱼在网络上分享了
自己在无锡捉知了的经验，引得不
少市民留言互动。有的市民邀请
她去自家小区捉知了，有的市民则
询问哪里能捉到更多。对此，她回
应道：“不用特意去找特定地方，只
要有树有水、能听到知了叫声的地
方，都能捉到。”

据了解，“知了猴”是蝉的幼
虫，处于知了的若虫阶段。民间对
它有多种叫法，也有直接称其为知
了、金蝉的。研究发现，蝉的肉质
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维生素
以及锌、钾、钙等有益微量元素。
刚刚蜕壳的“知了猴”口感最佳，最
为鲜嫩，此时需要瞅准时机抓住
它。若再等上一两个小时，它的翅
膀变硬就会飞走。野生“知了猴”
风味独特，且蛋白质含量丰富，但
近年来越来越难寻觅，所以市场需
求量逐年增大。在山东、安徽等
地，一些摊贩会在村头道路边摆
摊，将抓到的“知了猴”转卖给外地
客商。

在其他城市，很多人会抓知了
卖给餐馆。此前有报道称，一位浙
江小伙一天能捉12—15斤知了，
相比购买知了，能节省数千元。记
者留意到，无锡的烧烤店也有知了
出售。那么，无锡的烧烤店会收购
知了吗？记者随机询问了两家烧
烤店老板，他们均回复：“不收。”其
中一家是成品进货，另一家则是连
锁店，由公司统一发货。锡澄路附
近一家烧烤店的老板介绍，每年这
个时候，店里都会推出“烤知了”这
道菜，卖给食客，“喜欢吃的人特别
喜欢。”

以蝉入馔，古已有之。《礼记》
中记载，当时国君的食谱里就有

“爵鷃蜩范”，其中“蜩”（tiáo）指
的就是“知了”。虽然部分市民表
示知了味道鲜美，但也有市民称：

“无锡人不吃这个。楼下知了特别
多，吵得不得了。”更有网友呼吁：

“请放过无锡的知了。”需要注意的
是，知了虽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
素及微量元素，但并非人人适宜食
用。知了容易携带细菌、寄生虫以
及重金属等，不宜过量食用。特别
是过敏体质者、肾病患者、痛风患
者、肝病患者等，应避免食用。

（张颖）

图为近日图为近日，，惠山区洛社镇一处稻田惠山区洛社镇一处稻田，，飞手飞手
利用植保无人机施肥利用植保无人机施肥。。 （（还月亮还月亮 摄摄））

飞手培训火热飞手培训火热

低空经济如何低空经济如何““飞飞””得更远得更远？？

近日，在无锡宏源技师学院的操场上，多旋翼

无人机正划过蓝天，嗡嗡的飞行声回荡在空中。学

员们专心操控遥控器，调整飞行轨迹，而另一侧的

学员则在等待轮到他们的飞行测试。

随着“低空经济”连续两年写入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无锡的飞手培训市场迅速升温。在这

股飞手培训热潮的背后，学员们面临的就业问

题、空域审批难题和应用场景的不足，依然是这

个新兴行业亟待解决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低空经济”的
崛起，飞手培训逐渐成为热门领
域。无锡的飞手培训市场呈现持
续增长趋势，培训机构数量从去
年的四五家迅速增加到今年的二
十多家，学员需求显著上升。

“去年我们开班时学员人数为
100人左右，今年的报名人数预计
增长50%以上。”无锡宏源技师学
院的无人机教师武迪表示。除了
报名人数的增加，飞手考试的报名

人数也在显著增加。去年为300
人左右，今年预计突破1000人，飞
手培训的需求呈现大幅攀升。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朱
昱佳利用暑假时间参加无人机培
训，“我学的是机电专业，来学习
一下无人机，看看以后无人机技
术能不能和我的专业对接，增加
就业竞争力。”

培训对象也变得更加多元
化，除了学生外，越来越多的职场

人士加入飞手培训行列。许多学
员希望通过无人机技术进入高薪
职业岗位。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最新报告，无人机工程师和无人
机组装测试职位的招聘数量，在
2025 年 2 月同比增速分别为
39.9%和64.5%。与此同时，求职
人数的增速更为显著，分别同比
增长287.3%和271.9%。这一趋
势显示了飞手行业需求的迅速上
升与激烈的竞争。

飞手就业的现实困境

尽管飞手培训需求不断上
升，学员们在“考证”后却面临就
业困境。业内人士普遍反映，空
域审批的复杂性和应用场景的匮
乏是飞手面临的主要挑战。

“70%以上的空域需要提前
申请，审批程序复杂，因此飞手即
使拿到证书，依然无法在实际工
作中开展作业。”武迪坦言，这使
得许多飞手面临“飞得起来却飞
不远”的尴尬境地。

“这就像驾校考到驾驶证，虽
然学员拿到证书，但培训与实际作
业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断层。”

金匮之翼负责人葛楠也表示，目
前，能够为学员提供实际就业场景
训练的机构仍然较少。不少小型
培训机构投入二三十万元购置设
备，聘请几名教员，有块空地就能
开班招生，甚至未申请固定空域。
这使得这些机构的培训质量受到
质疑，尤其是通过“挂靠”或“加盟”
方式获取资质的机构，更加无法保
证培训的标准和深度。

此外，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
匮乏，也是行业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虽然高空清洗、城市物流、
消防应急等应用场景常被提及，

但实际上这些领域技术难度较
大，市场需求也较为有限。”葛楠
解释道。目前，无锡的无人机主
要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和巡检等
领域，而这些应用场景尚未形成
成熟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方式。

对于飞手的就业，企业对飞手
的需求存在信息差，特别是本地无
人机企业较少，岗位供给未能完全
匹配培训需求。“我们更多的是推
荐学员去南京、苏州等地。”武迪补
充道，尽管部分学员通过推荐进入
上海拓攻机器人等企业，但这些岗
位的数量依然有限。

产业布局的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