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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士王希季为航

天事业倾尽了一生。他不断探索，在探空火

箭、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完

成了多项首创工作，为后来者打下了根基。

他坚持真知。一份对他的考察表写道：

有时比较固执，不好商量工作。在回应意见

一栏，他写下：“总评价高于本人评价，谢谢。

但在技术问题上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少数

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

他 纯 粹 淡 泊 。 不 久 前 ，王 希 季 迎 来 了

100 岁生日。“他思想单纯，不想着名利。”夫

人聂秀芳如是总结。

他对祖国爱得深沉。王希季从美国跨越

大洋，热切投身新中国建设，又为任务多次

“转行”。 1999 年，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

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举行，王希季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祖国没

有忘记我”，当时，这位近 80 岁的老人红了眼圈。

1957 年 10 月以后，苏联、美国先后发射人造卫星。1958 年，毛泽东主

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之后，王希季调入上海机电设计

院，担任总工程师和技术负责人。他没接触过卫星火箭，上海机电设计院

的条件又很简陋。没经验、没资料，几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选择从探空

火箭开始研究。

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历经 9 个月攻关，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

奇迹般诞生了。1960 年 2 月，在上海郊区一个简易发射场，这枚探空火箭

腾空而起，高度定格在 8000 米。

更大的挑战接踵而来。卫星上天，还得靠运载火箭。王希季创造性

地将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技术相结合，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

——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他主持完成了初样的研制，领导解决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保障了长征一号将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送入太空。

卫星上天，如何安全返回？王希季服从组织安排，又投入我国首颗返

回式卫星的研制。美国曾经一连发射 12 颗返回式卫星，均以失败告终，

这一任务难度可想而知。作为我国首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他带领

团队立足实际，制定了采用弹道式返回方式，由返回舱和仪器舱组成大返

回舱的方案。数十年来，这也一直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

“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

扩大到一片之地。”王希季常这样说。老骥伏枥，他为航天事业奔走忙碌：

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战略建言献策，倡议用现代技术发展小卫星并

担任首席小卫星专家，还主持和参与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实施、我国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实施方案的论证编制等一系列重要工作……

如今，航天后辈从他的精神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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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④R

“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

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

扩大到一片之地。”

——王希季

■传承·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R

本报南昌 8月 16日电 （记者王丹）近日，记者从江西省统计局获悉：

上半年，江西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以下简称“规上文化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 1181.96 亿元，同比增长 17.7%，两年平均增长 16.5%，比全

国高 5.9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五、中部省份第二。

上半年，江西全省规上文化产业企业数 2012 家，同比增加 309 家。其

中创意设计服务和文化装备生产两年平均增速超过 20%，分别为 28.5%和

24.2%，比 2019年上半年增速分别加快 23.2个和 13.9个百分点；内容创作生

产由 2019年上半年下降 2.5%转为两年平均增长 7.9%。

文化新业态发展快。上半年，全省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

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31.23 亿元，两年平均增长 40.1%，比全国高 14.8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规上文化产业平均水平 23.6 个百分点。其中动漫、可

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数字出版等行业两

年平均增速均超过 50%。

小微企业回升强。上半年，江西规上文化产业小型企业 1531 家，同

比增加 227 家，实现营业收入 525.17 亿元，同比增长 33.4%，增速同比提高

34.1 个百分点；规上文化产业微型企业 233 家，同比增加 77 家，实现营业

收入 49.28 亿元，增长 27.4%，增速同比提高 34.3 个百分点。小微文化企

业营业收入增速由去年同期“负转正”，对江西省规上文化产业营业收入

增长贡献率高达 80%。

江西上半年文化产业快速增长

本报合肥 8月 16日电 （记者田先进）为推进幼儿园与小学教育科学

有效衔接，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印发《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攻坚行

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安徽将建立 16 个幼小科学衔接省级实

验区，96 所试点幼儿园、32 所试点小学，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先行试点推

进幼儿园入学准备和小学入学适应教育。

《方案》要求，幼儿园要贯彻落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入学做好基本素

质准备，为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引导教师树立科学衔接的

理念，大班下学期要有针对性地帮助幼儿做好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多方面

的准备，建立对小学生活的积极期待和向往。要防止和纠正把小学的环

境、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简单搬到幼儿园的错误做法。

小学要强化衔接意识，将入学适应教育作为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教学改

革的重要任务，纳入一年级教育教学计划，教育教学方式与幼儿园教育相

衔接。严格执行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调整一年级课程安排，合理安排

内容梯度，减缓教学进度。小学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重点

实施入学适应教育，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主要用于组织开

展入学适应活动，确保课时安排。落实国家课程游戏化、生活化、综合化等

实施方式，强化儿童的探究性、体验式学习。要切实改变忽视儿童身心特

点和接受能力的现象，坚决纠正超标教学、盲目追赶进度的错误做法。

安徽推进幼儿园与小学有效衔接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刘静文

近日，位于北京市通

州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内的

东方艺珍（北京）设计园建

设完成，园内布置了 10 个

展示体验厅及 1 个直播基

地 ，花 丝 镶 嵌 、景 泰 蓝 等

“燕京八绝”非遗技艺悉数

亮相。游客不仅可以近距

离观摩花丝镶嵌的制作工

艺，还可以上手体验手工

拉丝等制作环节，在参与

中了解、传承非遗。

图为非遗传承人在展

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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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许多未成
年人的日常生活、学习成
长、娱乐休闲等都与互联
网息息相关。但网络信
息良莠不齐，一些不良信
息不同程度影响着未成
年人。清朗未成年人网
络空间，离不开信息素养
的培养和提升。互联网
平台也要承担起责任，通
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多
方关注，共同营造良好网
络生态。

核心阅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融

入，许多未成年人从小就接触网络，他们

的日常生活、学习成长、娱乐休闲等都与

网络息息相关。与此同时，网络信息良莠

不齐，未成年人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影响。

近日，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

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决直

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网络“饭

圈”乱象问题，不良社交行为等 7 类网上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 8
月 12 日起，本版策划推出“清朗未成年人

网络空间”系列报道，关注“饭圈”追星乱

象、网络“三俗”、网络欺凌等对未成年人

的影响，探讨如何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清

朗的网络环境。报道引发广泛关注，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 8 月 16 日中午 12 时，全网

阅读量约 6.7 亿。

网络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青少

年？数字时代，青少年如何更好触网？针

对近期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饭圈”追星、网

络“三俗”、网络欺凌等现象，本报记者对

话 3 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如何为

未成年人营造更加良好的网络生态。

一问
成长环境有何变化

记者：随着互联网在青少年生活中的

影响力越来越强，全民触网、低龄触网渐

成趋势，现在的未成年人面临怎样的成长

环境？

叶韦明：随着智能时代的发展，未成

年人逐渐进入“屏幕环绕的生活”：从婴儿

时期的看护器开始，到日常使用的手机、

电视、电脑……由算法主导的短视频、直

播、网络游戏等，很容易吸引未成年人的

时间及注意力。

储朝晖：网络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

的工具。对于当代人来说，网络既是休闲

的空间，也是工作、生活、学习各方面的空

间。青少年接触网络，关键在于能否摆正

个人与网络的关系。如果能确保自主性，

就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使网络成为工具；

如果没有自主性，就会被环境裹挟，沉迷

于网络。在这样的状态下，要让未成年人

理性看待网络，外界的教育、环境和引导

非常关键。

朱巍：如今，触网低龄化渐成趋势。

为了确保未成年人健康使用互联网，我国

出台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专章

为重点，以“一法一决定”为两翼，以中央

网信办出台的关于直播、群组、微博客、网

络搜索等具体法规为基础的综合性法律

体系。从法律角度看，我国未成年人网络

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从

法律落实角度看，要确保法律法规切实执

行，需要将相关规定全面融入技术落实层

面，应用大数据、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这也是

此次“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治理重点之一。

二问
不良信息有何影响

记者：网络上海量信息良莠混杂，网

络空间中的一些不良信息对未成年人有

何影响，背后的诱因是什么？

叶韦明：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影响巨大。互联网平

台运用数据化、商业化、算法化的机制，以

获取用户注意力为工作目标——这种强

调平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逻辑，对于大多

数媒介素养和判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

来说很难抗拒。

如今的社交媒体能让青少年看到与

自己兴趣和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做出

“简单的选择”，长期依赖将导致参与者看

待事物的态度极化。“屏幕生活”还可能导

致深度注意力的缺失，长期暴露在视频流

中，青少年有可能失去独处能力、自省力、

想象力和洞察力。研究还发现，电脑游戏

会导致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活跃和

消极情绪。

有的互联网平台还采取“游戏化”的

设计策略，吸引未成年人参与既定任务和

项目。比如粉丝为给明星打榜投票买

牛奶倒掉，背后正是以做数据为任

务设计的一种打榜机制。

朱巍：日益进步的技术应

用，大部分被互联网企业当作

追求商业利益的工具，很少真正

被 用 来 保 护 未 成 年 人 合 法 权 益 。 比

如，尽管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已被写

入法律规定，观察中却发现“多账号切换”

“一人多号”“人号不符”等规避技术的手

段。如果技术没有真正服务于法律法规，

再多措施也只是隔靴搔痒。

三问
清朗空间如何营造

记者：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空间，一方

面要供给丰富、健康的网络信息，满足青

少年的网络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设立“安

全网”和“防火墙”。未成年人理想的触网

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

储朝晖：网络只是一个工具，网络空

间呈现的内容，与使用网络的主体直接相

关。当下，网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事实

上是社会问题在网络中的折射和体现，只

是借由网络，表现得更加具体、传播得更

加广泛。所以要打造清朗的网络环境，首

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有几个方面

的举措。一是建立青少年模式等物理性

措施，目前已经在实施。二是要注重培养

和提高未成年人的信息素养，包括获取、

分析、判断、选择、运用信息的能力等，让

他们能够判断信息的真伪和良莠，在网络

上选择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传播和表达

信息。这是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受到

不良网络信息侵害的举措。三是让未成

年人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使命。从教育

角度看这方面尤其重要，有助于降低青少

年被不良网络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朱巍：从平台主体责任角度看，企业

逐利应建立在全面履行法律责任的基础

上，平台越大，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

责任也就越大。

互联网平台落实法律义务的首要责

任，就是将大数据、算法作为网络不良信

息的过滤器，决不允许不良信息通过热

门、热搜、推荐、关键词等方式进入未成年

人视野之内。大数据时代，青少年看到的

内容、接收到的信息、参与的话题大多经

过算法与数据的拣选。互联网海量信息，

鱼龙混杂，平台在拣选推荐信息时，考虑

因素不能仅专注于增加用户使用时长、日

活和流量，更应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从这个角度看，

有责任感的互联网平台在防沉迷系统的

建设中应是如此，在短视频、直播、内容分

发 平台中更应如此，保障青少年的合法

权益。

叶韦明：目前主流的视频平台设立青

少年模式的操作方法是进行年龄分级、限

制时长和限制时间段，辅以限制功能。比

如，短视频平台限制主动搜索内容、查看

发布者账号、查看评论等。但从效果来

看，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在一些视频平台

上搜索关键词，搜索结果不合规比例仍较

高。因此，互联网平台要更加积极地履行

社会责任，可以根据不同地域、区域类型

通过技术加强后台管理；此外，目前网络

平台青少年模式的内容分级还不完善，一

些内容超出低龄儿童的接受程度，一些内

容 又 无 法 满 足 青 少 年 对 优 质 信 息 的 需

求。在优质内容的导入和分级上，需要教

育专家和互联网平台共同建设。

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安全问题，还

应 该 得到家庭、学校等多方的关注。父

母积极参与，而不是让青少年独立面对

或暂时与家庭隔离开来，更有利于解决青

少年游戏上瘾等问题。优质的面对面交

谈，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家长不仅要

警惕孩子沉迷手机，还要注意自己的注意

力是否被手机抢走，给予孩子更多关注

与陪伴。

数字时代，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本报记者 智春丽 管璇悦 曹雪盟

对话人：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叶韦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财经传媒专业副教授）
朱 巍（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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