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事2023年5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苏艳红04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据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我国瞄
准北京时间5月30日9时31分发射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
西强在29日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林西强说，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
京时间5月30日9时31分发射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指令长景海
鹏、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家
桂海潮3名航天员组成。航天员景海鹏先
后参加过神舟七号、九号、十一号载人
飞行任务，朱杨柱和桂海潮都是首次飞
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
备工作正常，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和长
征二号 F 遥十六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
控，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前各
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林西强说，按计
划，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
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
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

神舟十六号今天9时31分发射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执行飞行任务

据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5月
29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
会上表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驻留
约5个月，计划于今年11月返回东风
着陆场。

林西强介绍，这次任务是载人航天
工程今年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
任务主要目的为：完成与神舟十五号乘
组在轨轮换，驻留约5个月，开展空间科
学与应用载荷在轨实（试）验，实施航
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气闸舱出舱，进行

舱外载荷安装及空间站维护维修等任务。
飞行任务期间，神舟十六号乘组

将迎来2次对接和撤离返回，即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天舟五号货运
飞船的再对接和撤离以及神舟十七号
载人飞船对接；将完成辐射生物学暴
露实验装置、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
试验装置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按
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在轨实 （试）
验，有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高精
度空间时频系统、广义相对论验证以
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产出高水平科
学成果；还将开展天宫课堂太空授课
活动，让载人航天再次走进中小学生
课堂。

神舟十六号太空驻留约5个月
计划今年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5
月29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
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神舟十
五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回地球，
目前在轨工作生活181天，各项
在轨工作进展顺利，已圆满完成
4次出舱活动任务，成为执行出
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乘组。

2022年11月29日，神舟十
五号飞船发射入轨。林西强说，
除圆满完成4次出舱活动任务外，
神舟十五号乘组还开展了多次载

荷出舱任务、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
究、28项航天医学实验，以及38
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涵盖了
生命生态、材料科学、流体力学
等，获取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目前，他们正在紧张有序开
展神舟十六号乘组进驻和神舟十
五号飞船返回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林西强表示，神十五乘组返
回前，他们需要持续开展部分空
间科学在轨实（试）验，完成返
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
物品的清点整理；待神舟十六号
乘组进驻，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
接和轮换后返回地面。

神舟十五号乘组即将返回
创出舱次数最多等多项纪录

左图：这是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中）、朱杨柱（右）、桂海潮。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
者 杨湛菲 徐 壮）记者29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提
出，通过3至 5年努力，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各
项措施全面落地，中小学科学教
育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各方资源
有机整合，实践活动丰富多彩，
科学教育教师规模持续扩大、素
质和能力明显增强，大中小学及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明显健全，
科学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中小学
生科学素质明显提升。

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教学管
理，开齐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
修订完善课程标准及教材，同时
将教辅书纳入监管体系。强化实
验教学，并广泛组织中小学生前
往科学教育场所，进行场景式、
体验式科学实践活动。完善试题
形式，坚持素养立意，增强试题

的基础性、应用性、综合性、创
新性，减少机械刷题。加强实验
考查，提高学生动手操作和实验
能力。

意见提出，各校由校领导或
聘任专家学者担任科学副校长，
原则上至少设立 1 名科技辅导
员、至少结对1所具有一定科普
功能的机构。加强中小学实验
员、各级教研部门科学教研员配
备，逐步推动实现每所小学至少
有1名具有理工类硕士学位的科
学教师。

意见还要求各地指导中小学
生理性选择参加“白名单”竞
赛，搭建中小学生成长平台，发
现有潜质的学生，引导其积极投
身科学研究。指导各竞赛组织方
在竞赛活动中融入爱国主义教
育，培养参赛学生家国情怀；突
出集体主义教育，为参赛学生未
来从事有组织科研打牢思想基
础。

十八部门发文
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为
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提高政策知晓度和落实率，人社
部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
国工商联印发通知，从5月29日
起，在全国启动“就业扬帆 政策
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周活动。

活动期间，各地将全面梳理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政策措施，组织“进企业、进校
园、进社区”宣传活动精准推
送，通过打包集中宣传推介，使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用人单位对
就业创业政策应享尽知，助推政
策落地见效。

活动涵盖五项主要内容：一
是制作发布政策清单。结合实施
2023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推进计划，制作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指南、宣传海
报、短视频等，编写“看得懂、
算得清”的解读材料，精准发布
推送。

二是“进企业”集中宣讲。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集中
的重点企业、园区，上门开展政
策宣讲，帮助企业了解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贴、社保补贴、职业培

训补贴等政策，最大限度释放政
策红利。

三是“进校园”开展解读。
组织百名人社厅局长进校园，带
头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
策。以开展“职引未来”系列招
聘活动为契机，同步推送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拓展
政策宣传渠道。

四是“进社区”精准指导。
依托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建
立与失业青年联系渠道，开展经
常性走访活动，提供“一对一”
政策指导，帮助制定个性化求职
计划。

五是畅通政策落实渠道。创
新“点单式、一键式、一揽子”
的政策申领和服务模式，向符合
申领条件的青年群体精准推送政
策信息，向符合发放条件的企业
集中兑现各项补贴政策。

活动期间，各地还将在基层
就业服务办事大厅摆放、张贴材
料并提供政策咨询，在企业园
区、学校校区、街道社区等设立
咨询点，在门户网站、新媒体平
台开设专题页面等，把政策讲清
讲透，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了解
相关政策提供更大便利。

四部门启动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周活动

江苏泰兴：积极推动秸秆集约利用

5 月 29 日，在江苏省泰兴市济川街道众贤村秸秆收集点，
农机手将打捆好的油菜秸秆进行堆放（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江苏省泰兴市坚持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积极探索
“政企合作”固定收集打包模式，在全市合理设置集中收储点，
定点打包离田秸秆，推动秸秆集约利用。回收的秸秆用于养
殖、生物质发电等领域，让秸秆变废为宝。 新华社发

河南内乡：抢收小麦

5月29日，在河南省内乡县大桥乡程岗村的小麦收购点，农民出售刚刚收获的小麦。
近期，河南省内乡县连续出现阴雨天气，当地有关部门积极调配收割机抢收小麦，并把小麦收购网点

设置在村头，方便群众就近出售小麦。 新华社发

减压迎高考

5月29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第一中学操场，高三毕业班同
学在进行毛毛虫赛跑趣味晨练活动。

高考临近，多地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花式减压”活动，帮助高
三学生释放身心压力，以更乐观、更自信的心态迎战高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高
敬 黄 伟）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
监测司副司长蒋火华29日介绍，
今年年底前，我国将建成覆盖所
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功能区的声环
境质量监测网。

防治噪声污染，既是关乎家
长里短的小事，也是事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在生态环境
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蒋
火华介绍，2022年，全国声环境
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6.0%、夜
间达标率为86.6%。从各类声环
境功能区来看，昼间、夜间达标
率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全国
城 市 区 域 声 环 境 总 体 水 平 为

“好”和“较好”的分别为5%和
66.3%。

当前，噪声监测以手工为
主，自动监测较少，与噪声污染
防治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还
有一定差距。他表示，今年年底
前，覆盖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功
能区的声环境质量监测网将建
成。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实现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全面加强
区域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和噪声
源监测。各地区、相关公共场所
管理部门、各工业噪声排放单位
要依法落实噪声监测责任。

此外，要全面加强噪声监测
信息发布，生态环境部将依法统
一发布全国声环境质量状况信
息，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发布
本行政区域声环境质量状况信息。

今年我国将建成
声环境质量监测网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顾天成
近期，一些地方的公众感受到身边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二阳”怎么办？
什么情况应及时去医院就诊？重点人群如
何科学做好防护？针对社会热点关切，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组织专家进行回
应。

“二阳”怎么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
长童朝晖表示，根据临床情况，近期“二
阳”人群的症状普遍较轻，主要表现为上
呼吸道症状，较少出现持续高热，患者恢
复相对更快。

以所在医院为例，童朝晖介绍，目前
没有出现发热门诊病人特别多、给医疗资
源带来压力的情况，保持正常医疗秩序没
有问题。患者如果不发热，仅有轻微的上

呼吸道症状如咳嗽、轻微嗓子疼等，可以
自行对症处理、服药；如果出现发热，特
别是体温持续超过38摄氏度，建议到医
院就诊，因为发热的原因很多，除了新冠
病毒感染，还可能有其他潜在疾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
贵强表示，一般人群二次感染后的症状普
遍较轻，病程较短，转阴时间较快，但一
小部分患者仍有疾病进展风险。建议患者
在确认感染新冠病毒后，如果出现持续发
热等全身表现，有条件的应及时使用抗病
毒治疗药物。

重点人群如何做好防护？

专家表示，对于高龄老人、没有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的基础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
人群，还要重点做好防护。

王贵强介绍，这类高风险人群一旦出

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应及时氧疗，
并通过抗原或核酸检测明确诊断，进行抗
病毒治疗早期干预，以降低重症风险、缩
短病程、减轻症状。

王贵强表示，社区和基层全科医生应
对辖区内的高风险人群心中有数，经常通
过各种途径沟通、了解高风险人群感染情
况。同时，医疗机构继续提升重症救治能
力，让重症高风险人群能够得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

童朝晖表示，65岁以上有基础疾病
的老年人免疫力相对较低，儿童的免疫功
能尚未完全健全，如果家中老人和儿童没
有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或基础免
疫，建议积极接种疫苗。

此外，童朝晖建议，重点人群在传染
病流行高峰期间尽量少去公共场所人员密
集区域，保持勤通风、勤洗手等良好卫生
习惯。

多次感染会有“后遗症”吗？

感染新冠病毒后，一段时间持续乏
力、失眠甚至心跳快、焦虑——针对部分
患者反映的“后遗症”问题，童朝晖表
示，后遗症一般指的是患某种疾病后，躯
体、机能上出现一些不能恢复的障碍。根
据临床观察，感染新冠病毒后的一些症状
大部分出现在特定时期内，长时间看是可
以恢复的，不影响日常工作生活。

王贵强表示，目前从临床观察看，三
个月以上还存在上述症状的病例并不多，
没有发现数量较多的所谓“后遗症”患
者。从研究数据看，反复感染新冠病毒对
重症高风险人群可能有一定影响，包括加
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等，这部
分人群应特别注重做好科学防护。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二阳”怎么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回应热点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