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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4月30日，2024首届重庆低空飞行
消费周在渝中区解放碑举行，不少细心的
市民注意到，在展区里，出现了一些特殊
的无人机和装备，还有手持无人机反制枪
的特警队员在一旁进行介绍。

这些特警都来自市公安局特警总队
无人机具反制支队（以下简称无人机支
队）。成立于2022年5月的无人机支队，
还不被外界所熟知，但事实上，这支年轻
的特警队伍却已圆满完成各类重点任务
396次，并取得多项创新成果。

跨界
研发制作无人机，有的特警

“手搓”上百架

记者来到无人机支队的办公室，首先
看到的，是墙上挂着的螺丝刀、扳手等工
具，以及琳琅满目的各式无人机，大的有
书包大小，小的仅有巴掌大。

记者注意到，与许多单位不同，无人
机支队的办公室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研发
车间，除了必要的座椅板凳与电脑外，办
公室里有一半的区域都被操作台、置物架
等占据。

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工具和零配
件。而墙上挂着的无人机，有的是已组装
完成的，拿下来就可以飞行；更多的则是
半成品，有的螺旋桨尚未安装，还有的只
有一个骨架……

支队综合大队大队长文杰告诉记者，
该支队是全国公安机关首支成建制组建
的多介质无人机具应用与反制专业队伍，
除了日常战训外，也肩负着无人机等相关
技术的研发工作。

“市面上的民用无人机，与我们的需
求有些不符。”文杰说，作为一支特警队
伍，所需无人机必须兼具侦查、信息搜集，

甚至是进攻、防御等作用。
无人机的研发就成为该支队的重点

工作之一。根据不同作战需求，该支队会
采购零配件，根据自身需求组装、改造无
人机，并配套相应的软件。

支队民警成龙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
告诉记者，自己在大学学的是刑事侦查专
业，但一直都非常爱好航空模型，在支队成
立时，就主动报名来到了该支队。“这两年
我‘手搓’的无人机少说也有上百架了。”

除了研制无人机，无人机的反制也是
该支队的重点任务之一。作为这方面的
专家，民警王雄告诉记者，无人机反制一
直是世界级难题，特别是有的无人机抗干
扰能力极强，需要多种反制手段，这也是
他们一直研究的方向。

两年来，无人机支队联合国内高校及
科研院所、企业，围绕前沿技术、反制技战
法、实战模块等推进课题研究，研发出了
入侵高机动无人机自动围捕技术，还孵化
出“网联无人机标准化管控平台系统”，填
补国内网联无人机反制空白，并获得了3
项专利授权。

训练
无人机穿洞绕障碍，时速

高达200公里

在支队办公室，随时可见数名特警坐
在电脑面前，通过模拟软件训练无人机操
纵技能。

文杰告诉记者，由于他们操纵的无人
机速度都非常快，有的甚至能达到200公
里/小时，考虑到室内侦查等场景，还需要
练习快速避开障碍物等，因此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对“飞手”进行训练。

“刚接触无人机飞行的新手，我们一
般会要求其飞上百小时的‘虚拟无人
机’。”文杰说，通过软件模拟操纵，可以让
新手快速成长。

说罢，文杰递给记者一个手柄。记者
尝试操纵了一下，没10秒钟，虚拟模拟器
上，无人机就一头撞到了地面，可见高速
飞行条件下操纵难度确实不小。

随后，记者在楼顶天台上该支队的实
机训练场看到，场地内摆放有旗杆、圆环、
拱门等设施。训练时，“飞手”需要操纵无
人机完成连续过拱门、绕旗杆飞行、迅速
拉升或俯冲后拉升等多种训练科目。

“这些训练科目主要是用于小型穿越
机。”成龙介绍，“穿越机”是指小型高速无
人机，主要用于室内侦查等。

他托起一架手掌大小的穿越机，向记
者展示训练科目。起飞！无人机迅速从
地面窜起，一眨眼功夫就飞到了20多层
楼的高度，随后一个急速俯冲，在民警头
顶几米的位置迅速切换成了平飞，然后一
连绕过多个拱门，在民警身边盘旋十多圈
以后才落回地面。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耗时仅一两分
钟，让人目不暇接。“在抓捕时我们需要熟
练操纵无人机进楼栋侦查。”成龙说。

除了这种小型的穿越机，该支队还有
各种特殊用途的大型无人机、固定翼无人
机。记者看到，大型无人机比一张方形餐
桌还大，需要两名特警队员合力才能搬
动。队员们操纵这些无人机，向记者展示
了低空搜索、空中投放游泳圈、空中照明
等训练科目。

故事
操控无人机穿越树林，成功

搜救11名被困深山的市民

这些训练科目，其实就是针对特警队
员们平日里任务需要而设计的。

2023年 8月7日，无人机支队接到
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指令：北碚区胜天
湖水库山洪暴发，在附近游玩的11名市
民被困失联，需要无人机协助开展搜寻

救援工作。
支队10多名特警队员携带数十架各

式无人机，立即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到达现场后，队员们首先用大型无人

机开展地形绘制，将附近区域的地形制成
2D图像，供指挥部指挥调度用。

由于该区域是未开发的山地，树林茂
密，队员们分成若干组，操纵小型无人机
在树林中穿梭，在一处水域中的空地上，
发现了被困人员。

队员们将被困人员的坐标通知了现
场地面搜救人员，并使用无人机指引搜救
人员赶到现场,在天色渐暗时还起飞照明
无人机为地面搜救人员提供照明。被困
人员最终全部获救。

在日常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现场，支队
成员也经常操纵无人机对现场地形环境
进行勘察，为抓捕行动提供现场环境图，
并对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实时监控
跟踪，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脱。

“现在网上可随意买到无人机，所以
保障空域安全的任务尤为重要。”文杰告
诉记者，在大型活动现场，他们都会派出
特警进行反制无人机的巡逻。

3月24日，2024年重庆马拉松在南
滨路开跑。为保障空域安全，无人机支队
的队员们也来到现场。

突然，有队员发现异常信号，随即追
踪发现了一架小型摄影无人机未经批准
飞临赛道附近。

特警队员们立即使用手中的无人机
反制枪对其信号进行反制，成功将该无人
机迫降。

文杰告诉记者，支队自主研发的多频
段穿越机反制枪还入选了公安部2023年
度科技计划项目。

截至目前，该支队在300多次安保任
务中，共计压制驱离“黑飞”无人机3000
多架。

这群特警身手不凡，手中最有力的武器是无人机。市公安局特警总队无人机具反制支队揭开神秘面纱——

可穿树林进楼栋 他们的无人机时速高达200公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5月2日上午10点，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带着全家6口人，来
到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她
小心地拎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
件“宝贝”。

“鲁老，欢迎您带着全家来到
陈列馆！”陈列馆工作人员早早在
大门口等候，热情地将老人家迎进
陈列馆内。

一段渊源

老人到底是何许人，到陈列
馆的目的是什么？那件“宝贝”是
啥？

原来，老人名叫鲁克定，今年
80岁，她的父亲鲁自诚在抗战时
期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重庆
从事经济和统战等方面工作。

鲁自诚和重庆的渊源始于
1938年。

那年年底，地下党员鲁自诚和
妻子华韵三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
子鲁克行，随撤退的国民党军政要
员到达重庆。此后，鲁自诚根据党
的指示，到重庆浮图关（复兴关）国
民党中央训练团工作，先后担任指
导员、训育干事、设计委员等职，并
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以此为掩护，在中共中央南
方局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
作。

1942年秋，中国工矿银行在
重庆成立。为了更好地为党搜集
情报，鲁自诚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
的指示，应聘担任中国工矿银行的
驻会常务董事。

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准备
“还都”南京，很多企业被变卖、转
让，其中就包括由国民参政会秘书
长雷震等人创办的中国工矿建设
公司。

中共南方局领导认为，可以利
用这个国民党官僚资本家的企业
为地下工作做掩护，就派南方局干
部童小鹏，拎着一个装着“小黄鱼”
（指 5 两重的小金条）的小皮箱给
鲁自诚送来，让他买下中国工矿建
设总公司并出任总经理，从事经营
活动，为党筹集经费，同时开展对
经济界的统战工作。

一把算盘

“我这次来，是要把父亲在重
庆工作时期使用过的一把算盘捐

给陈列馆。”鲁克定一边参观展览，
一边讲述父亲在重庆的那段峥嵘
岁月。

这把算盘，就是鲁自诚在工矿
建设公司工作时使用过的。

“那个时候，工矿公司下面有
铅笔厂、面粉厂和机械厂共三个
实体企业。这三个企业的经营所
得一部分留给企业，另一部分则
提供给南方局。父亲的工作之一
就是汇集总账，进行分配。”鲁克
定说，当年父亲就是用这把算盘
算账的。

新中国成立后，鲁自诚曾在邓
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西南军政
委员会财经贸易处处长、西南工业
部驻京办事处主任，还参与了当时
西南地区最大的交通工程──成
渝铁路建设的管理工作。

后来，鲁自诚全家离开重庆到
了北京，这把算盘也跟着到了北
京。

“我那时候只有6岁。我们从
朝天门坐船到宜昌，在宜昌换船到
武汉，再从武汉坐了3天火车到北
京，路途遥远。但父亲一直将算盘
带在身边，足见其重要性。”鲁克定
说。

新中国成立后，鲁克定曾在
家里见过胡厥文、施复亮、李烛尘
等知名人士。那时她并不了解父
亲的工作，后来才知道父亲原来
是一个对党的事业作出过重要贡
献的人。

一份祝福

这不是鲁克定第一次将文物
捐给重庆了。多年前，她就把童
小鹏当时给父亲的装金条的小皮
箱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
馆。

“陈列馆的同志几年前与我联
系，希望征集党的统战工作方面的
文物。这次，我一是来捐文物，二
是专门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和两个
外孙来陈列馆参观，想让他们更
深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鲁克定
说，陈列馆建筑气势恢宏，展品丰
富，内容全面，将各民主党派的历
史娓娓道来，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和教育意义，看了令人震撼，值得
点赞。

“我生在重庆，童年的6年时
间在重庆度过，现在还会说重庆
话。”鲁克定笑着说，这次来重庆，
去了朝天门、洪崖洞，看到了一个
全新的山城，“祝福这座城市越来
越繁荣。”

一把算盘 见证一段峥嵘岁月
八旬老人向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捐赠文物，

讲述父亲当年在重庆从事经济和统战工作的故事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这是一出‘麻辣大戏’：麻将
和川剧是‘底料’，在类似真心话
大冒险＋剧本杀的叙事方式下，4
个人的人生冷暖故事如同‘烫火
锅’一样起落、翻滚，真是酣畅淋
漓！”5月1日，电影《没有一顿火
锅解决不了的事》上映，在观影
后，网友“长江的水”发出了这样
的感叹。

“爬不完那些坡坡坎坎，吃不
惯那些清清淡淡”，这是电影主题
曲《嗨！火锅》唱出来的重庆特
色。

一说起麻辣火锅，很多人都会
第一时间想到重庆，毕竟重庆在
2007年就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了

“火锅之都”称号。
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

的事》将故事背景设定在重庆一个
老茶馆式的戏院里，火锅、川剧成
为整个故事的筋骨，无怪乎导演丁
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影是“送
给重庆的一份礼物”。

事实上，火锅仅仅是了解重庆
的窗口之一。除了麻辣鲜香的美
食外，重庆正凭借厚重的历史文
化、旖旎的自然风光、奋斗的城市
精神面貌，成为游客喜爱的文旅目
的地和影视剧组青睐的“天然摄影
棚”。

江河纵横、群山环绕、起伏多
雾，青石板、吊脚楼、过江索道以及
璀璨而错落的灯火，让重庆天然具
有“上镜”的优势。

无论是《十面埋伏》中一望无
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永川茶山竹
海，还是《变形金刚》中奇绝的喀斯
特地貌，抑或是《疯狂的石头里》穿
楼而过的轨道交通，都曾让重庆

“出圈”。
更近一些，2023年，《月光武

士》《忠犬八公》《最后的真相》《坚
如磐石》等多部在渝取景拍摄的电
影先后登上院线，它们或是呈现重
庆某一个方面的风格特色，或是直
接以山城故事编织成影片情节脉
络，让光影里的新重庆城市形象更
加立体多姿。

为什么有这么多影视剧组纷
纷来重庆取景、拍摄？

事实上，为助力影视行业发
展，重庆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电影扶
持政策、建立影视拍摄一站式服务
机制、提出打造“一核两带”全域影
视基地，每年为上百个影视剧组提
供服务。

与此同时，重庆也精心布局
“输出”方略。比如，由重庆电影
集团、福建恒业影业联合出品电
影《开山人》，将“时代楷模”毛相
林带领下庄村民开山修路的事迹
搬上银幕，感人至深；比如，与中
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拍摄重
庆山火题材电影《山城骑士》，聚
焦2022年重庆山火中勇敢无畏
的重庆人；再如，与爱奇艺合作拍
摄重庆橄榄球题材电影《冲·撞》
等。

诸多具有鲜明重庆辨识度的
电影作品的制作和产出，为重庆成
为热门文旅目的地再添上了一把
火。

在4月21日举办的电影《没
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重庆首
映礼上，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市电影局局长管洪曾向全国影视
从业者发出邀请，欢迎影视制作公
司到重庆落地落户，欢迎国内外剧
组来重庆取景拍摄，欢迎全国影视
人才特别是重庆籍的影视人扎根
重庆创作。

在光影交错中，重庆，一座越
来越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影视之城
正在崛起。

重庆如何在光影中打造影视之城？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告诉你

连日来，我市各景区、商圈人气飙升，众多市民、游客品尝
特色美食、沉浸绿水青山、体验运动快乐，乐享“五一”假期美好
时光。

乐享美好时光

关注“五一”假期

▲5月2日，南川区三泉镇万卷书台景区，游客在露营游玩。
通讯员 罗川 摄/视觉重庆

▲5 月 4 日，永川博物
馆，市民在参观上游永川龙。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5 月 3 日，重庆科技
馆，小朋友在制作卫星模
型。

记者 张亦筑 摄/视
觉重庆

五
月
四
日
，江
北
区
星
光68

广
场
，顾
客
在
海
洋
馆
游
玩
。

记
者

罗
斌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