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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柠霖商贸有限公司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040004382601）丢失，声明作
废。
●李会芳丢失由漯河市盛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编
号：0016532），声明作废。
●漯河慧强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豫
LK8900 道 路 运 输 证（证 号 ：
411102017410）丢失，声明作废。

●沈群英丢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199841120411024711223475）
、执 业 医 师 证 （ 证 号 ：
120411100000016），声明作废。
●河南浩海商贸有限公司原公
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漯河埃菲尔建材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103065298389L）丢失，声
明作废。
●漯河市德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4111010136235）丢
失，声明作废。

该房屋因房产证丢失，我
中心已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

（详见附表）。有异议者，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到临颍县
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办理审查手续，并提交有关书面材料，逾
期没有提出异议的，我中心将注销原房产证，颁发新不动产权证书。
姓名 面积（m2） 坐 落 原房产证号
吴利伟 74.57 临颍县颍川大道维也纳花园1幢商铺113室 3150123046

临颍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1年4月25日

公告 临不动产公（2021）第0012号

遗失声明

4月23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六批群众举报件为0。

4月24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十七批2个群众举
报件，其中舞阳县1件、源汇区1件，

市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协调联络办公
室已按程序交舞阳县、市城市管理局和
源汇区整改。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

间（2021年4月7日~5月7日）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371—65603600，专门
邮政信箱：河南省郑州市A428号邮政
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
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
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十六批第十七批群众举报件

■新华社记者 王珏玢 蒋 芳 邱冰清
“挖土”归来，“嫦娥家族”仍将马不停

蹄！24日在南京举行的2021年中国航天大会现
场，多名航天专家就未来的探月规划展开探讨。

嫦娥五号“挖土”归来后研究啥？月球科
研建站有多远？……会场内外，航天大咖们揭
开月球探测新看点。

筹建月球科研站

2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
天集团就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发布联合声
明。根据声明，中俄两国将在国际月球科研站
的规划、论证、设计、研制、实施、运营等方
面开展合作。后续还将发布《国际月球科研站
实施路线图》，以及明确其他有兴趣国家或国
际组织的加入程序。

据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伟仁披露，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月球轨道
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基本型将具备月球
科学技术研究、资源开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
力，并与国际同行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探月工程
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在谈及我国探月工程进展与
展望时介绍，国家航天局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
球科研站，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
次的国际合作，打造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
利用月球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施和
共享平台。

探月工程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即2020年
前完成“绕、落、回”三步走；2030年前实
现月球科研站基本型的“勘、研、建”；此
后，再完成月球科研站的扩展与运营。即从具
备月球探测技术能力，到攻克月球科研站技
术、提升月球科学与资源应用能力，再到形成
月球长期科研和资源应用能力。

中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朱林崎介绍，不惟
中俄两国如此，目前全球对月球站、月球基
地、月球村的探索也方兴未艾，主要航天国家
纷纷将月球基地、月球村纳入探索规划，真可谓“争入广寒伴清光，明月
何曾是两乡”。

“从目前世界各国对‘月球基地’的构想看，我们也可以探讨从月球
科研站到月球基地、月球村，乃至构建‘地月空间生态圈’的可能性。未
来，也许在月球欣赏地球也会成为常态。有人赏月，有人上月，探索的脚
步永不停歇！”朱林崎说。

“土”特产后看“水冰”

挖回了月壤，月球科研的下一个焦点或将是“水”。中国科学院专家
介绍，根据理论预测，仅在月球南极没有太阳照射的阴影区，就可能储存
着100亿吨左右的水。月球南极附近存在很深的撞击坑，根据目前的探测
和理论研究，天文学家推测，在月球南极的这些撞击坑内极有可能富集大
量水冰。

在我国探月工程四期规划中，嫦娥七号也将开展月球南极资源详查，
对月球南极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等进行综合探测。

目前，各国都在抓紧布局相关探测，以期能更加详细地研究月球水冰
的分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探测器都先后发现了月壤中
存在水冰的证据。近年来，月球水冰一直是各国研究的热点。

为什么月球水的探测如此重要？因为月球上的水本身是珍贵而重要的
资源。航天八院805所型号主任设计师赵晨说，从地球运送水到月球非常
昂贵。第一步目标是通过探测验证、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大量的水。如果
真实存在，那就进展到第二步，研究就地取水，利用月球水。比如，进一
步将其分解成燃料，并为后续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提供能源。

“我们也期待，我国自己的探测器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带回精度更高的
月球水冰分布数据，为全世界探索月球水资源作出中国贡献。”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吴昀昭说。

赴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皓月别有洞中天，星河璀璨路向前。人类探索的脚步并不止于月球，
未来，月球将成为走向外空的实验场、跳板和短期栖息地，为推开探索边
界、飞向更远处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家航天局披露的消息显示，后续我国还将实施多项深空探测工程，
如小行星探测、火星采样返回、木星及行星际穿越探测等。深空探测对研
究生命诞生、探索宇宙起源、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吴伟仁院士近期在接受采访时也披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
际，我国航天器将首次飞抵距地100个天文单位，也就是抵达150亿公里
左右的太阳系边际开展科学探测和在轨试验。

“这将是人类首次进行这种探测，如果成功实施，将是中国对世界的
贡献，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吴伟仁说，“中国航天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

“月球将成为迈向深空的天然 ‘加油站’和‘跳板’。从月球到火
星，乃至其他星体，人类探索的边界必将不断拓展。”中国宇航学会高级
专家孙为钢说。 新华社南京4月24日电

﹃
土
﹄
特
产
后
还
有
啥

—
—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新
看
点
前
瞻

■新华社记者 胡 喆 蒋 芳
4月24日，是第六个中国航天日。
探月、高分、北斗等航天领域国家

重大专项圆满收官，火星探测、小行星
探测、探月工程四期、空间站建设等任
务扬帆起航……中国航天梦想的种子不
断播撒，航天精神接续传承，未来还有
更多进展值得期待。

逐梦不停：中国航天梦想
的种子不断播撒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并
开通，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火星捕
获、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环绕火星成
功……飞天揽月、遨游太空，过去一
年，中国航天事业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航天发展备受关注。

随着每一年中国航天日活动的深入
开展，中国航天梦想的种子不断播撒。
中国航天日不仅成为航天人的节日，更
是社会公众每年一次与航天近距离接
触、互动式交流的嘉年华。

今年航天日，一大批航天展馆、航
天设施、实验室、车间等集中向社会公
众和大中小学生开放；一批院士专家走
进校园，为青少年进行科普宣讲；以

“新起点、新征程、新愿景”为主题的
2021年中国航天大会精彩纷呈……

在今年的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举办

地江苏省南京市，中国航天科普宣传周
暨“航天放飞中国梦”科普活动火热开
展，特别是月球样品实物及嫦娥五号返
回舱、降落伞等实物首次在京外展出，
吸引着广大航天爱好者的目光。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波
表示，中国航天日已成为普及航天知
识、激励科学探索、培植创新文化的重
要平台，成为传承航天精神、凝聚强大
力量的重要纽带，成为公众和世界了解
中国航天的一个窗口。

自强不息：一部科技自立
自强创新史

苍松翠柏，绿树成荫。在航天二院
老图书馆前，一座特别的雕像在第六个
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正式落成，这是航
天二院第一任院长王诤的雕像。

雕像栩栩如生、平视远方，体现了
这位航天事业重要开拓者的精神和气
质，表达了对老一代航天人的深切缅怀
和崇高敬意。

王诤靠着“一部半”电台，开辟了
我国无线电和技侦事业。航天事业初创
时，王诤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兼
二分院院长，为航天事业发展呕心沥
血。他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科研生产上，
坚持精打细算、独立自主；他废寝忘
食，不辞劳苦地一次次下基层调查研
究，现场解决问题。

“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史。”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陈国瑛表示，
我们缅怀王诤同志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老
一辈航天人的崇高精神，从党史、航天
史中汲取精神滋养，为推进航天事业高
质量发展汇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

65年来，一代代航天人自强不息、
接续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航天
发展道路，建立了航天科研生产体系和
系统工程管理体制，造就了一支素质优
良技术精湛的人才队伍，积淀了深厚博
大的航天精神和文化。

“回望奋斗历程，中国航天发展其
实没有奥秘，就是一个‘干’字。一代
又一代航天人怀揣‘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航天报国坚定信念，默
默奉献自己的青春。”来自航天二院二十
五所的青年设计师周宇旋说。

“2021年，中国航天将实施多项重
大工程任务，创新探索前所未有，风险
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将弘扬践行‘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探月精
神，继续追天揽月的梦想征程，携手共
筑和平美好太空。”吕波说。

探索不止：中国航天还有
更多期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之
际，我国航天器将首次飞抵距地100个

天文单位，也就是抵达150亿公里左右
的太阳系边际开展科学探测和在轨试
验。”

不久前，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
伟仁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科
学家正在论证 2049 年飞抵距地球 100
个天文单位的工程实施方案，也就是
第一种定义下的太阳系边际，到150亿
公里左右的太阳风和宇宙风交汇平衡
点，开展空间科学探测和有关科学试
验。

“这将是人类首次进行这种探测，
如果成功实施，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
献，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吴伟仁表示：

“中国航天有实力实现这一目标。”
航天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航天

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十四五”期间，我
国将大力推进航天产业发展，制定航天
发展规划，发布新版中国航天白皮书，
将继续实施重点科技项目。

今年春节期间，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实现了火星环绕探
测，五月将择机实施火星着陆探测。后
续，我国还将继续论证实施探月工程四
期、小行星巡视等星际探测，重型运载
火箭和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等。

“我们还将继续完善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体系，为和平利用太空、探索
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更大的贡
献。”吕波说。

新华社南京4月24日电

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
——写在第六个中国航天日

新华社昆明4月24日电 云南
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4月24日发布疫情风险等级调
整通告，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
从24日19时起，将仙客巷和光明

巷居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
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瑞京路红砖
厂、星河蓝湾小区、双卯村民小
组、下弄安村民小组、珠宝街老食品
厂家属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云南瑞丽调整
部分地区风险等级

■新华社记者 黄 筱 林苗苗
近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

主治医师张煜在网络发帖，质疑肿瘤治
疗存“黑幕”引起舆论热议。19日晚，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立即开展肿
瘤治疗有关网络信息调查处置工作，相
关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

肿瘤治疗存在哪些乱象？“超纲”治
疗是存心牟利还是拯救生命的努力？“新
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多位三甲医院负责
人及医生。

“超纲”治疗是积极拯救
还是有心牟利

4月2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
科主治医师张煜用自有账号在“知乎”
平台公开质疑有些医生“蓄意诱骗治
疗”。4月18日，张煜又发表长文，题为
《写给我挚爱的国家和众多肿瘤患者及家
属——请与我一起呼吁，请求国家早日
设立医疗红线，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
医疗行为》。

张煜在文中还举报了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陆巍。据了解，陆巍目前正处于被调查
阶段。此前他从海南回到上海后没有

“上岗”，关于其是否违规用药、是否违
背医德、是否通过诱导患者治疗牟利
等，院方目前正在全面开展相关情况的
核查工作。

来自青海的胃癌晚期病人马进仓，
是张煜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具体案例。马
进仓的女儿马荣表示，在医生的推荐
下，家庭条件普通的马进仓接受了近2万
元的基因检测以及在院外花费了7.5万
元，接受NK治疗。

马荣说，2020年7月末，他们从陆
巍医生口中得知医院里就有一个打了NK
针好转的病人。“陆医生说他的病人打完
针，病灶都消失了。后来还专门打电话
给我，详细讲解了这个针的好处和效
果，还提到这个针给别人打一针5万多
元，因为打针机构的负责人是他熟人，
如果我们打就给我们便宜一点，一针3万

元，我也抱了一丝希望 。”马荣说，出
于对医生的完全信任，他们接受了这种
细胞疗法。

据了解，NK治疗是通过采血来采集
病人体内的细胞，扩增、激活后再注射
回患者体内来杀灭肿瘤细胞。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血液
科主任谭亚敏表示，NK细胞输注属于免
疫细胞疗法。免疫细胞治疗是肿瘤领域
里的热点研究方向，但目前基本属于临
床研究项目，患者入组参与的临床研究
需要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批，并且为免费
使用，国家药监部门并没有批准NK细胞
治疗可以用于临床肿瘤的正式治疗。

马荣提到，她后来拿着陆巍的处方
和治疗方案又咨询了其他肿瘤科医生，
得到的回复是处方里有三种抗肿瘤药物
对马进仓的病情没有任何效果，NK治疗
方案也并不可靠。

记者采访了解，类似细胞疗法的
“超纲”治疗，以及其他超适应证用药、
未按照临床指南治疗在肿瘤终末期患者
治疗中较为常见。上海一高校相关研究
所负责人表示，肿瘤治疗复杂且不少晚
期患者治疗效果不理想，无论是患者及
家属，还是医生都有尝试新药物或是前
沿方案为患者争取最后机会的想法。但
是不排除部分医生是因为专业知识欠
缺，导致治疗方案出现偏差，达不到预
期。

“不排除个别医生道德缺失、单纯
为了追求利益，但我认为不是主流。”浙
江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表示，该个案真
相如何、如何判断，还是要看最终的调
查结果。

个性化方案如何避免过度治疗

“花了这么多钱治疗，爸爸还是走
了。”面对亲人的离世，马荣十分遗憾。

多位受访临床医生认为，肿瘤是医
患双方共同的敌人。虽然现在已不再是

“谈癌色变”的时代，但癌症的治疗依然
是艰难的医学课题，公众应理性地看待
医学的局限性。

奋力挽救患者生命的前提下，患者

及家属知情权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个性化方案多少会有‘搏一搏’

的成分，这就要求医生首先要确保患者
的知情权，充分解释不同选择的利弊和
风险，尊重患者本人和家属意愿，做到
保持沟通、医患共商。”浙江一家三甲医
院负责人说。

多位医生认为，大多数患者都是信
任医生、通情达理的，引发质疑和不满
的，往往是不规范的治疗过程、不充分
的沟通方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
书记程向东表示，减少肿瘤治疗过度医
疗需要严格落实肿瘤治疗规范，包括加
强院内处方审核评议等方式，严格对医
生处方的监管审核，将肿瘤终末期患者
的超适应证用药和疗法、辅助用药等作
为监管重点。

今年3月1日开始，我国《抗肿瘤药
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
施，对医疗机构内抗肿瘤药物的遴选、
采购、储存、处方、调配、临床应用和
药物评价等，进行全过程管理。

关于个性化方案、超适应证使用等
问题，管理办法规定：在尚无更好治疗
手段等特殊情况下，应当制订相应管理
制度、技术规范，对药品说明书中未明
确但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进行
严格管理。特殊情况下抗肿瘤药物使
用采纳的循证医学证据，依次是其他
国家或地区药品说明书中已注明的用
法，国际权威学协会或组织发布的诊
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国家级学协会
发布的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和临床
路径等。

“以患者的获益而非自身利益为出
发点，并在患者家属充分知情同意的前
提下开展治疗，这样无论最终结果如
何，相信大部分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都
能接受。”程向东说。

同时，多位临床医生表示，严格查
处违规案例的同时也要避免矫枉过正。
严格划分错误过时与前沿探索的治疗边
界，避免让医生只敢采取防御性的保守
疗法，减缓医学进步的脚步。在监管
中，既要严格制定和落实肿瘤治疗规范

的红线，同时也要尊重医学实践的客观
规律，给予医生尝试创新药物和个性化
治疗方案一定空间。

如何看待敢说话的“张医生”

张煜医生的网帖更引发医疗界诸多
争议，有专家高度认可支持，也有专家
表示质疑，认为言过其实。

“医疗是专业门槛比较高的行业，
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医患之间存在
一些不理解、不信任。我们需要更多敢
说话、说真话的‘张医生’，把一些问题
拿出来讨论，引起社会和管理部门的重
视，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
是，这些讨论内容对公众也是一次医学
知识的科普。”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
华表示。

“加强监管、出台规范是医疗行业
的共识，希望相关部门彻查乱开药、利
益关联等违背医德和行医规范的行为，
对于失德、违规等问题要严肃彻查绝不
姑息，让医疗环境清朗、医患关系和
谐。”受访临床医生表示，张煜的出发点
是好的，但希望公众不要曲解，认为肿
瘤科医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体检
中心副主任医师毕晓峰介绍，事实上，
与10年前相比，我国的总体癌症5年生
存率明显上升。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
据显示，我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已经从
2003年至 2005年的 30.9%上升到2012
年至2015年的40.5%。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监事会监事长马
军表示，很大一部分肿瘤患者都可以通
过治疗获得很好的预后，甚至长期“带
癌生存”。同时，也绝不是患者得了肿
瘤，就会经历“过度治疗”“倾家荡产”。

“医疗改革正在持续进行，创新是
永远的话题。社会进步必然会遇到很多
问题，我们应面对问题并思考解决方
案，而不是打击医生、吐槽患者，只有
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好的医疗环境，才
能使中国的肿瘤患者获得最好的治疗服
务和生存质量。”马军说。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三问肿瘤治疗

新华社深圳4月24日电 “中国举
全国之力完成新冠疫苗研发”“不光速度
上领先，质量上还好，走在世界前列”。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晓明在24日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深圳论坛”上说。

杨晓明表示，疫苗产业作为生物医
药产业的一部分，是一个必须依靠科技
创新才能不断发展的产业。中国疫苗创

新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
“领跑”的过程。疫苗创新是个漫长而艰
难的过程，创新疫苗研发存在时间漫
长、投入高昂、成功率低三大核心难
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举全国之
力，仅用98天，就快速研发出新冠灭活
疫苗，“不光速度上领先，质量上还好，
走在世界前列”。目前，中国有10个进入
III 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不仅数量

多，而且技术路线比较完整，进展也
快。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获得各地
紧急使用批准的11个疫苗中，中国疫苗
占5个。

他说，中国新冠灭活疫苗不光走得
快，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很好，而
且供应量很多。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
灭活疫苗目前已经在5个国家获批上市，
62个国家获批使用。

杨晓明表示，近年来，随着技术水
平的提升，中国疫苗品种创新加快，除
了新冠灭活疫苗外，重组戊肝疫苗、手
足口病（EV71）疫苗、埃博拉疫苗等也
是我国原创疫苗。全球疫苗品种覆盖感
染性疾病约41种，中国能自产预防36种
疾病的疫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够依
靠自身能力解决免疫供应和疫苗接种的
国家之一。

杨晓明：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不光速度上领先，质量上还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