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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在第74届国际宇
航大会上，我国宣布嫦娥五号月球科
研样品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欢迎各
国科学家共同研究，共享成果。同
时，国家航天局发布嫦娥八号任务国
际合作机遇公告，面向国际社会开放
嫦娥八号国际合作机遇，欢迎各国与
国际组织加入，开展任务级、系统
级、单机级合作，共同实现更多重大
原创性科学发现。

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载人
航天工程向全世界展开真诚怀抱——

在神舟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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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林西强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所
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
与我国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间
站飞行任务。待相关条件成熟后，也
会正式邀请国外航天员一起参与登月
飞行任务，共同探索浩瀚宇宙。

中国和巴西共同研制六颗中巴地
球资源卫星，目前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4星与04A星在轨运行良好；援埃及
二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为埃及提高国
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
城市发展规划、农林作物长势评估等
国计民生领域决策水平提供有力支

持……在空间技术等多个领域，中国向
全世界伸出的“橄榄枝”已开花结果。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的理
想，和平利用太空是中国航天的一贯
宗旨。”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
示，中国正从多方面推动构建平等互
利、开放包容、和平利用、造福人类

的新型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
系，助力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新起点上，我们将不断推进中
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于清河坊感受“市声到海迷

红雾”的繁盛，在南浔古镇品味
“百间楼下水清涟”的氤氲，在
廿八都探寻“前村后郭水相通”
的熙攘，在龙泉西街赏鉴“春色
满园关不住”的旖旎……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毫不吝
啬对江南的溢美之词，把诗句名
篇留在浙江的古镇老街。时光流
转，相约世界读书日，记者走进
这些从漫漫历史长河中走来的古
建筑、老街区，静心“阅读”浙
江的城乡古韵。

踏入绍兴嵊州之西的崇仁古
镇，青石板、古民居，静谧而纯
粹，斑驳的墙壁渲染着过往烟
尘。古镇中心，一座古老的戏台
矗立于四方天井之间。戏台之
上，曲悠长、步飞扬。

作为文化大省，浙江拥有历
史文化名城20座、名镇94个、
名村218个、历史街区107片，
名城名镇名村数量居全国第一；
历史建筑11063幢，数量位居全
国第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街区85处，数量位居全国第
二，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文物保护
单位和历史建筑”的多层次保护
体系。

浙江多地践行“最小干预”
原则，在保留历史文化建筑空间
尺度、景观环境“原汁原味”的
前提下，推动历史文化和现代生
活融为一体。

建县于东汉时期的丽水松
阳，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
境”。近年来，一场“拯救老屋
行动”让当地百余个古村、300
多幢老屋重焕新生，1200多幢
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护，200多
座宗祠、20多座古廊桥得到修
缮，数字赋能构建起老屋“监
管-修缮-利用-体验”全链条保
护利用格局。

老百姓生活在历史街区中，
保留的不仅是物质形态，更是人
居场景。

在衢州江山的廿八都镇，这
片“大山里的文化飞地”建筑自
成一格，不仅有完整的明清古
街，还有融合了浙式、徽式、赣
式、闽北客家等多种风格的古建
筑。尽可能保留原始模样的古
街，浓缩着延续百年的商贾文
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

“保存老房子、留下老住
户”的理念，也唤回了离乡的古
镇游子。

“站上梅城太平桥，脚下是
清丽的河水，南望是雄壮的澄清
门城楼。那一刻，我的游子心总
算落了地。”看到历经多轮综合
整治而焕然一新的杭州建德梅城
古城，在外闯荡多年的年轻人钱
敏回来了，并在古城开办了独立
咖啡店。

文化基因激活老街风韵，也
撬动着人文经济的繁荣发展。

晚春的绍兴卧龙山脚下、环
山河边，仓桥直街历史街区里的
一间间特色店铺，留住了“最江
南”的市井烟火气。在湖州南浔
区古镇集群内，轧蚕花、绫绢制
作等传统习俗，场景式地呈现着
原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文化遗
产在活态传承中向美而行。

城池和街巷肌理，一点点重
新梳理；宅院、石碑和古井，一
处处重见天日；老故事和新业
态，正在融合……

赓续历史文脉，浙江如今持
续进行各项制度的探索——做细
做实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健
全保护对象名录、分布“一张
图”，加快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县（市、
区）全覆盖。此外，浙江还将通
过改造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推进

“老屋复兴”，推动历史建筑焕发
新活力。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赋予了
古镇老街持久的生命力，而文化
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的“双向奔
赴”，让城乡古韵在浙江大地续
写华章。

新华社杭州4月23日电

品读古建筑 唤醒老街区
——浙江城乡古韵走访随笔

据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 我国瞄
准4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
李聪、李广苏组成。

4月24日上午，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行任务新闻发布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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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瞄准4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
富、李聪、李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
令长。

林西强介绍，航天员叶光富执行过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李聪和李广
苏均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
行飞行任务。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
遥十八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他说。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
程第32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
与神舟十七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
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
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
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
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

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
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将进一步提升
空间站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应用效
益。

按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轨
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
6.5小时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

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货
运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
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54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这里成功发射，拉
开了中国人进入太空的序幕。

我国瞄准4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
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

今年4月24日是第九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同步举办的航天科普系
列展览上，人们排队体验VR太空探索、触屏感受未来月球科研站、漫步在航天产业成就展区，
开启奇妙的“太空之旅”。

航天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科技领域之一，以其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始
终激励人们不断探索未知。从“两弹一星”，到“嫦娥”揽月、“祝融”探火、“天宫”遨游星
辰，中国航天60多年来始终逐梦星辰大海，成绩举世瞩目。展望未来，豪情满怀。

神舟勇士
筑梦九天

1.杨利伟
2003年10月15日

神舟五号

2.费俊龙 聂海胜
2005年10月12日

神舟六号

3.翟志刚 刘伯明 景海鹏
2008年9月25日

神舟七号

4.景海鹏 刘旺 刘洋
2012年6月16日

神舟九号

5.聂海胜 张晓光 王亚平
2013年6月11日

神舟十号

6.景海鹏 陈冬
2016年10月17日

神舟十一号

7.聂海胜 刘伯明 汤洪波
2021年6月17日
神舟十二号

8.翟志刚 王亚平 叶光富
2021年10月16日

神舟十三号

9.陈冬 刘洋 蔡旭哲
2022年6月5日
神舟十四号

10.费俊龙 邓清明 张陆
2022年11月29日

神舟十五号

11.景海鹏 朱杨柱 桂海潮
2023年5月30日

神舟十六号

12.汤洪波 唐胜杰 江新林
2023年10月26日

神舟十七号

13.叶光富 李聪 李广苏
2024年4月25日

神舟十八号

秘宇宙 共襄星汉
——写在第九个“中国航天日”之际

航天日到来之际，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
太空出差已5个多月，
即将完成任务凯旋。

在2024年2月9日农历除夕，太
空乘组专门录制的视频中，指令长汤
洪波说：“我们在太空的这个年过得充
实、幸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一席
话，让人心潮澎湃。

彼时，他是我国首位重返中国空
间站的航天员。短短十几天后，他又
以在轨飞行总时长达215天的成绩，
成为目前我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

汤洪波是中国空间站发展的见证

者——
2021年6月17日，汤洪波和聂海

胜、刘伯明驾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成功进入太空，亲历了“中国人首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刻。

2023年10月26日，汤洪波作为
神舟十七号乘组指令长重返“天宫”，
感受了中国空间站从“一居室”到

“三居室”的改造升级。
逐梦太空并非一路坦途。从不到

6个立方米的返回舱，到宽敞的“三
居室”空间站；从“一口吃”的即食
食品，到一星期不重样的太空美食；
从覆盖率只有15%的测控通信，到随
时随地的“天外来电”……中国航天

人梦之所向，行之弥坚。
从嫦娥四号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

月背软着陆，到嫦娥五号采集到迄今
为止“最年轻”的月壤，再到今年3
月发射、4月取得圆满成功的鹊桥二
号中继星任务，中国人深空探索的脚
步更加坚实。

全年预计实施100次左右发射任
务；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将着
陆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并采样
返回；载人航天工程将陆续实施神舟
十八号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及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补给任务……2024
年，中国航天将继续迈向更加浩瀚的
星空。

“试验飞行时间22秒，空中悬停9
秒，悬停高度精度0.15米，试验箭着
陆姿态平稳，着陆位置精确，箭体状
态良好。”2024年1月，快舟火箭可
重复使用技术试验箭顺利完成垂直起
降试验，实现了新的跨越。

走进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快舟火
箭产业园，一片忙碌之景。如今，该
产业园已具备完善的固体和液体运载
火箭核心试验能力，年产20到50发
运载火箭的总装测试能力，不仅带动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航天发射供应链
体系，也同步吸引诸多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入驻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商业
航天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商业航
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

前，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擎”正
在加速打造。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商业运载
火箭的发射次数和成功率显著提升，
共实施发射13次，相比2022年的5次
同比增长160%。

商业航天的腾飞离不开科学的顶
层设计。早在2015年10月，《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5-2025年）》就提出，探索国
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市场化、商业化
发展新机制，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
开发；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商业
运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强调

“引导商业航天规范有序发展，促进商
业运载火箭技术创新”。

北京、上海、湖北、海南、安徽
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形成商
业航天产业集群。北京不仅成立了可
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加速星
箭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推动建设火
箭大街、卫星小镇等产业集聚区。

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
波表示，目前已有9型商业运载火箭
可提供发射服务，多个由商业企业
发起百颗量级遥感星座，正在稳步
建设。商业航天测控已形成稳定的
服务能力，首个商业发射场正在建设
中。

通信、导航、遥感等商业航天服
务领域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卫星，
不仅带动相关行业成长，也在一点一
滴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2024年 4月 25日是我国第
38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保证
每位儿童都能享受到国家免疫规
划疫苗的免费接种服务，不仅是
法律法规的要求，更是每个孩子
应当享有的权利。

给孩子接种疫苗前，应做好
哪些准备？如果延误了疫苗接种
怎么办？新华社记者连线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专
家，解答家长的疑问。

一问：部分家长疑惑，为何
现在的宝宝要接种的疫苗变多了？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治
医师杜娟：随着时代进步和医疗
水平提升，与上一代人童年时期相
比，现在有了更多安全和有效的疫
苗，所以宝宝被推荐接种的疫苗更
多了。对孩子的健康来说，这是一
笔财富。同时，随着更多联合疫
苗的开发和使用，孩子须接种的
疫苗针次有望进一步减少。

二问：给孩子接种疫苗前，
家长应做好哪些准备？

杜娟：家长应做好以下准
备，包括准备预防接种本；提前
一天洗澡，让孩子休息好，保持
接种部位皮肤清洁；不要给孩子
吃不易消化的食物；给孩子穿宽
松、易穿脱的衣服；梳理并告知
医生孩子既往的疾病史、用药
史、过敏史，近期是否患有疾
病、是否接种过其他疫苗，上一
次接种疫苗后有无不适等重要信
息，以便医生掌握疫苗接种禁
忌；认真阅读疫苗接种知情同意
书，签署后留存底联。

三问：孩子当前健康状况良
好，担心接种疫苗后有反应，不
接种行吗？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
任医师魏庄：接种疫苗后，少数
孩子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红肿
等轻微不良反应，通常都可自行
缓解。相比之下，不接种疫苗可
能使孩子面临更高的感染风险，
面临更严重的健康威胁。

因此与疾病自然感染可能带
来的健康风险相比，预防接种是
预防疾病安全且有效的方法，我
们建议要及时给孩子接种疫苗。

四问：孩子如果延误了疫苗
接种怎么办？还能继续接种吗？

魏庄：如果孩子因某些原因
未能按照推荐年龄完成国家免疫
规划规定的接种剂次，未及时接
种的疫苗是可以补种的。

疫苗补种的总体原则是：尽
早完成补种，尽快完成全程接
种，优先保证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的全程接种。只需补种未完成的
剂次，无需重新开始全程接种。

五问：什么是第二类疫苗，
怎么打？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
任医师纪文静：第二类疫苗也叫
非免疫规划疫苗，一般指没有纳
入国家免疫规划、由公民自费并
且自愿受种的其他疫苗。家长可
以根据孩子的身体健康需求选择
是否接种这类疫苗，如水痘疫
苗、肺炎球菌疫苗等。

六问：流感疫苗需要每年都
打吗？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副主
任医师沈瑞云：接种流感疫苗是
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降低
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
症的风险。由于流感病毒容易发
生变异，每年的流感疫苗可能都
不同，并且接种疫苗产生的免疫
力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因
此建议每年接种。

6月龄至5岁儿童、孕妇、6
月龄以下儿童家庭成员及看护人
员等，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重点
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后2周左右
产生抗体，建议在流感季前完成
疫苗接种。

七问：孩子有湿疹、过敏性
疾病能打疫苗吗？

沈瑞云：如果已知对某种疫
苗成分过敏或是既往接种该种疫苗
出现过敏反应，要禁止接种相关疫
苗。其他过敏情况在急性发作期不
应接种疫苗，必须等到缓解期、相
对稳定期或恢复期再接种疫苗。

患有湿疹的儿童可以接种疫
苗，但建议避开湿疹部位接种，
如避不开，建议暂缓接种。对全
身严重弥漫性分布的湿疹患儿建
议暂缓接种。

每个孩子的过敏情况不同，
要在征求专科医生及儿童免疫规
划医生建议后，再安排疫苗接
种。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

你关心的接种问题看这里

4月24日，学生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体验“火箭”发射趣味实验。
新华社记者 郭 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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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 不断取得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