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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

场月亮山望海楼四周的林海已被

皑皑白雪覆盖，基本无火灾风险，

这 让 瞭 望 员 刘 军 稍 微 松 了 一 口

气。2021 年 12 月 15 日，是为期 3
个月的秋冬防火期的最后一天，

刘军守好岗位。他站在三楼瞭望

室内，透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

望远镜，监测方圆 15 至 20 公里内

的森林火情。“一切正常！”刘军在

本子上做好记录。

多年来，每到秋冬防火期，刘

军、王娟夫妇二人要从早晨 6 点

忙到晚上 9 点，认真瞭望、做好记

录，每隔 15 分钟向森林防火指挥

中心通报林区情况。夫妻二人相

伴，坚守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望

海楼上，默默守护着森林安全。

1992 年，刘军参加工作。一

开始在防火检查站工作，检查过

往 车 辆 和 行 人 身 上 是 否 携 带 打

火机、火柴 等 火 种 ，宣 传 防 火 安

全 知 识 。 刘 军 介 绍 ，上 世 纪 90
年 代 的 公 路 上 ，卡 车 、拖 拉 机 、

摩托车、自行车甚至马车，什么

样 的 交 通 工 具 都 有 。 有 的 驾 驶

员 一 边 抽 烟 、一 边 开 车，风险不

小，“防火期内，一个烟头，哪怕

一个火星落到草丛中，都极易引

发火灾。”

“ 最 开 始 ，检 查 站 条 件 很 艰

苦，没有房子或桌子，只是在道边

用一个班车壳子罩上，里面用土

坎和石头垒起来当座位。”刘军回

忆，饭也得“两头吃”，“一天只有

两顿，早晨 7 点在营林区宿舍吃过早饭出发，下午 5 点才

回到宿舍吃晚饭。”检查中发现火种要扣留，有时会遭到

对方的冷眼甚至辱骂。“塞罕坝的林子来之不易，别用明

火”“防火安全马虎不得，咱多体谅”……一次次好言相

劝，一次次耐心宣传防火知识，终于换来越来越多人的

理解。

2008 年，根据林场安排，刘军和妻子来到小光顶望

海楼，作为瞭望员开展森林防火工作。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百万亩林海深处，矗立着 9 座人

工值守的望海楼，分布在林场不同位置的海拔最高处。

那时，望海楼较为简易，取暖生炉子，住的是火炕。木头

窗密封不严，常常外面下大雪，顺窗户缝往屋里钻小雪。

“有家人相伴，日子总是温暖的。”刘军说，妻子除了帮忙

做饭、打扫卫生，还帮着值守、记录火情。

从 2013 年开始，林场陆续改造提升望海楼住宿条

件。如今刘军夫妇所在的月亮山望海楼里，冰箱、热水

器、抽水马桶等设施齐全，还通了互联网。去年 10 月，这

里用上了新能源电热柜。

森林防火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虽然有卫星、红外线监

控等高科技设备，但人工坚守依然不可或缺。

有一年春天，干打雷不下雨，雷声中还夹杂着接地

雷。“多年瞭望经验让我对雷声特别敏感。”刘军感到不

对劲，赶紧上楼查看。林场北侧有一片草地，和林场搭

边。接地雷劈到这片草地，引燃了草坪，开始冒烟，刘

军立即上报森林防火指挥中心。随后，其他人也发现

并上报了火情。半小时后，火及时被扑灭，没有烧到塞

罕坝的林子。

齐心协力，悉心守护，塞罕坝机械林场自建场以来，

没有发生一次火情。“塞罕坝建成林场不容易，我和同伴

们要继续努力工作，守护好这片林海。”刘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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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1月
18 日电 （记者沈

靖然）1 月 18 日，白

鹤 滩 水 电 站 最 后

一 台 百 万 千 瓦 水

电机组（9 号）转子

吊装就位，标志着

水 电 站 16 台 百 万

千 瓦 水 电 机 组 转

子全部安装完成。

上 午 9 时 18
分，随着中国能建

葛 洲 坝 机 电 公 司

指 挥 人 员 一 声 令

下 ，直 径 16.5 米 、

高 4 米 ，起 吊 重 量

达 到 2300 吨 的 9
号 机 转 子 在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右 岸 厂

房安装工位，由两

台 1300 吨 桥 机 并

车合力“抓起”，徐

徐 吊 离 地 面 6.5
米，然后平稳匀速

地“走”到 9 号机坑

正上方缓缓落下，

安 全 平 稳 地 与 发

电机轴、推力头精

准对接，用时 60 分

钟，比计划工期提

前 57 天。

白 鹤 滩 水 电

站 位 于 金 沙 江 干

流 下 游 河 段 上 ，是 当 今 世 界 在 建 规 模

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由中

国三峡集团公司投资建设。电站共安

装 16 台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的全国产

化 水 轮 发 电 机 组 ，均 匀 分 布 于 左 右

两岸。

电 站 建 成 投 产 后 ，年 均 发 电 量

624.43 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节约标

煤约 196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160 万

吨。且与乌东德、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

一道分布在金沙江下游，成为世界级清

洁能源基地，为长江经济带、中国经济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为国家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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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0 日零时 43 分，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九号送入

预定轨道，为中国航天 2021 年发射任务画上

了圆满句号。

据统计，2021 年全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

达到 55 次，位居世界第一。从中国空间站建

设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到“天问一号”拓展

我国星际探索新旅程，在航天发射数量再次

刷新历史纪录的这一年中，我国航天事业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批航天重大计划达成

或逐步接近设定目标，更长远的探索计划则

蓄势待发。

55 次
2021年发射数量创新

高，我国多个重大航天工程
进入收获期

2021 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创新高。包

括长征系列火箭、快舟系列火箭和民营航天

企 业 研 制 的 火 箭 在 内 ，全 年 共 实 施 55 次 发

射 任 务 ，将 上 百 颗（含 搭 载）航 天 器 送 入

太空。

其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 2021 年完成

了 48 次 发 射 ，年 发 射 次 数 首 次 达 到 历 史 最

高 的“40+”，发 射 成 功 率 为 100% ，为 我 国 加

快 推 进 航 天 强 国 建 设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这 一

年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第 400 次发

射 ，长 征 五 号 B、长 征 二 号 F、长 征 七 号 用 5
次 发 射 圆 满 完 成 了 当 年 的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空

间 站 建 造 任 务 ，分 别 将 天 和 核 心 舱 、两 批 航

天员、两艘货运飞船送入太空。“金牌火箭”

长 征 三 号 甲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共 完 成 12 次 发

射，取得了 12 战 12 捷的成绩，实现了全年任

务的“满堂红”。

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更体现了国家

航天工业实力、航天任务执行力与国家整体

科技实力在新时代的进步。

过 去 一 年 ，不 仅 是 航 天 发 射 次 数 的“ 大

年”，也是分量上的航天大年，我国多个重大航

天工程进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期。

2021 年，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全面开展，

两批中国航天员代表中国人进入了自己的空

间站，并开展最长达 6 个月之久的太空驻留。

2020 年由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天问一

号”探测器也在 2021 年着陆火星，并成功实现

巡视探测。2021 年 10 月 14 日，我国首颗太阳

探测卫星“羲和号”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我国正

式进入“探日时代”。

航天专家指出，航天重大任务的成功实施

和规划的顺利进行，对实现航天技术领域新跨

越、推动我国由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意义

重大。

96%
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

功率世界一流，51 年间将
700余个航天器送入太空

当前，我国航天已进入高密度发射常态化

阶段。高密度发射的同时，一直保持着相当高

的成功率。

以近几年为例，2018 年，世界航天共发射

114 次，成功 109 次，中国发射 39 次，成功 38
次；2019 年，世界航天共发射 103 次，成功 95
次，中国发射 34 次，成功 31 次；2020 年，全球

共实施 114 次发射任务，中国开展 39 次航天发

射，发射 89 个航天器，发射次数和发射载荷质

量均位居世界第二。到 2021 年，我国航天发

射次数达到创纪录的 55 次。

长征火箭是我国航天发射的绝对主力。

1970 年 4 月 24 日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

其首次飞行，51 年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

了我国 92%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 700 余个

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 9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高级顾问龙乐豪院士说，长征系列火箭 400
次发射中，实现第一个 100 次发射用时 37 年；

第二个 100 次发射用时 7 年多；第三个 100 次

发射用时 4 年多；第四个 100 次发射仅用了 2
年 9 个月。

龙乐豪院士认为，长征火箭每百次发射间

隔时间的不断缩短，不仅表明长征火箭高密度

发射已实现常态化，而且反映出中国航天的高

速发展和中国科技水平、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不断提升发射能力，可发射低、中、高不同地

球轨道和不同类型航天器，让中国人探索宇宙

的脚步迈得更远：

——以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等

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我国新一

代运载火箭型谱逐渐完善，进出空间的能力进

一步加强；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

四号”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长征五

号火箭成功发射“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

外天地采样返回，为中华民族的探月梦增添了

新的注脚；

——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器，中国迈出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完成全部北斗

导航发射卫星的任务，助力北斗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全面建成；

——长征五号 B、长征二号 F、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先后将天和核心舱、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船、天舟二号货运飞船送入预定轨道，为我国

空间站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发射成功率、

入轨精度等方面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40 次以上
今年将完成包括长征

六号甲运载火箭首飞等在
内的航天发射任务

运载火箭作为进入太空的运载工具，是太

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决定了太空探索舞台的

高度和大小。

根据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单位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的计划，2022 年将有 40 次以上航天

发射任务，包括载人航天 6 次重大任务，其中 2
次货运飞船、2 次神舟飞船和实验舱Ⅰ、实验舱

Ⅱ发射。在今年，中国空间站将全面建成，这

也意味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

略最终实现。此外，今年还将完成长征六号甲

运载火箭首飞等多个重点火箭型号的发射。

未来，空间站进入运营阶段后，长征二号

F、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将保持每年 2 次发射的

频率。以及在不远的将来，探月工程四期、小

行星探测、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

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将有望开启。对这些航

天重大工程任务来说，创新探索前所未有，风

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龙乐豪表示，不断创新是中国航天不断跨

越的关键。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勇于提

出新的科研方向，努力缩小与世界顶尖科技的

差距。在航天探索方向和技术路线上，中国航

天也已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显示出世界航天

领域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元器件，自始至终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立足国际航天发展趋势，保持航天运输系

统先进水平，同时根据航天发射的需求，新一

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型谱的蓝图正变为现实，

一系列新型运载火箭接连亮相，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按计划开展研

制。而作为中国航天的有力补充，蓝箭航天、

星河动力、银河航天等民营火箭和卫星研发机

构也正在商业航天赛道上加速前进。

航天专家指出，持续加强自主创新、不断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

迈得更稳、更远。

高密度发射同时保持高成功率

2021 年我国航天发射次数居世界第一
本报记者 余建斌

本报上海 1月 18日电 （记者田泓）18 日，上海出台

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的 24 条政策，持续优化投

资环境，提高投资建设便利度，重大项目建设今年计划完

成投资 2000 亿元以上。

上海还将积极布局以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

端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

用好 1000 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引导

社会资本加大“新基建”投入。加快在未来医院、智能工

厂、智能交通领域布局实施一批新型基础设施重大示范

项目。

同时，上海将加大投资政策精准供给。积极放大“十

四五”重点基础设施市对区支持政策、新城土地出让收入

支持政策和上海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20 条

的政策带动作用，发挥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和投融资政策体

系、“十四五”保基本养老机构支持政策成效，出台“十四

五”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重点绿化项目建设等支

持政策。

上海今年计划完成重大项目
建设投资 2000 亿元以上

1 月 18 日，江苏省泗洪县临淮镇临淮居委会二组渔民陈守山（左）、李华夫妇在装扮新

居。临淮镇位于洪泽湖畔，全镇 3700 余户渔民从事水产养殖和捕捞，长期居住、生活在船上。

县、镇两级采取购房补贴、协调就业岗位等多种措施鼓励渔民上岸居住、生活。截至目前，全

镇渔民已经全部告别“水上漂”，搬迁到岸上居住。

许昌亮摄（影像中国）

渔民搬新居

刘军、王娟夫妇在监测森林火情。

王 龙摄（人民视觉）

数据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制图：汪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