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行迄今最长一次太空飞行

任务，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目前已

是太空驻留时间最长的中国航天

员乘组，也是第一个在太空过年

的乘组。在距离地球约 400 公里

的中国空间站里，怎样把第一个

“太空春节”过得年味十足、充实

惬意，让我们一探究竟。

第一次从太空
视角看除夕夜的
中国

写福字、贴春联、挂灯笼……

除夕，航天员很是忙碌。

提前准备红纸、练习书法，航

天员提笔自己写春联。翟志刚擅

长书法，挥毫泼墨，潇洒飘逸；王

亚平下笔有神，娟秀大方；叶光富

一笔一画，严谨细致。失重环境

下，中国结、福字和航天员卡通形

象的祝福贴纸无风自动。

航天员的年夜大餐吃得欢乐

惬意。饺子在面前飘浮，王亚平

用勺子轻轻拨动，一整个饺子就

慢悠悠飘进了嘴里。小水球状的

汤 汁 ，翟 志 刚 轻 轻 一 吸 ，顺 势

咽下。

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营养与

食品研究室主任臧鹏说，为了让

航天员春节能够吃到香喷喷的饺

子，科技人员准备了 3 种馅：猪肉

白菜馅、鲅鱼馅和黄花菜馅。

晚 上 7 时 30 分 ，高 速 飞 行 的

中国空间站过境祖国上空，王亚

平拍摄下灯火璀璨的神州大地。

从空间站看下去，北京、天津等城

市光彩夺目。“这是我们第一次从

太空视角看除夕夜的中国。”王亚

平说。

当 虎 年 零 点 钟 声 敲 响 ，翟 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通过春晚送上

来自太空的新春祝福。

春 节 期 间 ，航 天 员 会 有 一 个

相对轻松的假期，可以自行支配

时间，看书、追剧、和家人朋友进

行天地双向视频通话。北京冬奥

会开幕在即，三位航天员会在太

空观看冬奥会开幕式。

地面科技人员
用心守护

从 2021 年 4 月 29 日发射到地

球轨道，空间站核心舱目前已在太

空安全运行 280天。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中国航天员中心及空间

站各个分系统等协同支持，共同呵

护空间站。目前空间站状态良好，

和地面预先规划一致。为了保障 3
名航天员首次在太空安全、愉快、

顺利过大年，地面科技人员做了精

心准备，时刻保持关注和支持。

春 节 前 ，北 京 航 天 飞 行 控 制

中心的工作人员按计划组织开展

空间站组合体的飞控工作，完成

了空间站组合体控制、航天员在

轨工作、有效载荷在轨实验和应

急处置等方面具体工作，并就节

日期间的工作做了完备方案，确

保有能力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保

证空间站平稳运行、航天员在轨

安全。

“航天员在天上探索太空，我

们地面人员为航天员保驾护航，

确 保 他 们 有 一 个 安 全 的 生 活 环

境。”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程

师付晓红介绍，地面监测航天器

和航天员状态，并利用轨道数据

进行轨道预算。例如，某一个时

刻 空 间 站 组 合 体 如 果 跟 其 他 卫

星、空间碎片位置较近的话，就需

要做一些规避性的控制。

春 节 期 间 ，为 保 证 航 天 员 天

地 视 频 通 话 或 看 春 晚 等 视 频 节

目，地面把上下行通信弧段增加

了 40 多个时段，增加了航天员娱

乐和与家人沟通的时间。

“北京，曙光报告，申请与神

舟十三号进行双向视频通话。完

毕。”除夕夜，在中国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支持大厅，曙光指挥、曙光

总体、曙光医生和环控生保等岗

位人员，组成了地面支持保障团

队。在他们的守护下，航天员通

过双向视频，与家人分享太空生

活的点滴，诉说思念。

“北京”“神舟”“曙光”“天和”

等代号表示载人飞行任务中的不

同工作岗位，其中“曙光”是航天

员 系 统 的 代 号 。 在 飞 行 控 制 当

中，此前的出舱活动、太空授课、

在轨试验等，航天员系统需要跟

其他系统交互，就由“曙光”岗来

进行。对于在轨航天员来说，“曙

光”意味着航天员系统岗位人员

在幕后的全力支持。

“ 要 观 察 航 天 员 在 轨 操 作 情

况 ，进 行 相 应 的 操 作 支 持 。”“ 曙

光”岗工作人员、首位空间站出舱

活 动 专 项 女 指 挥 吴 昊 介 绍 ，“ 曙

光”岗负责航天员在轨计划制定、

在 轨 操 作 支 持 、收 集 重 要 数 据 。

他们会和在轨航天员密切协同，

及 时 沟 通 ，根 据 需 求 调 整 安 排 。

从航天员在轨运动强度大小的调

整，到舱内微生物检测、对水的采

样，乃至航天员每天需要喝多少

水，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截 至 除 夕 ，神 舟 十 三 号 航 天

员在太空已驻留 108 天。中国航

天 员 中 心 医 监 医 保 室 主 任 徐 冲

说，目前航天员乘组整个身心状

况非常好。航天员在轨保持肌肉

锻炼的同时，也定期对自身肌肉

状况进行监测。春节前几天，航

天员进行了在轨体检，对心脏、腹

部、下肢肌肉等进行超声检测。

将有越来越多
中国人在太空迎
新年

2021 年 10 月 16 日，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升空并与天和核心舱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开始了长达半

年的太空驻留，中国空间站迎来了

第二批航天员和首位女航天员。

截 至 目 前 ，翟 志 刚 和 王 亚 平

分 别 成 为 在 轨 时 间 最 长 的 中 国

男、女航天员。

太空环境复杂。空间站在距

离地球约 400 公里的近地椭圆轨

道上飞行，航天员所处的环境是

微重力、高真空、温度高低交替，

还有空间辐射。空间站每 90 分钟

绕地球飞行一圈，这意味着空间

站这个航天器要频繁感受冷热交

替，最高温度达 200 摄氏度，最低

温度达零下 120 摄氏度。

太 空“ 出 差 ”时 间 过 了 一 半

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

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条不

紊地进行，航天员也对空间站的

居住环境越来越适应。

王 亚 平 认 为 ，2021 年 对 载 人

航天工程全线来讲是收获满满、

硕果累累的一年，5 次飞行任务连

战连捷，空间站建造取得阶段性

成果，中国人首次入驻自己的“太

空家园”，历史在辛勤的奋斗者手

中不断刷新纪录。

翟 志 刚 表 示 ，航 天 员 口 中 的

“感觉良好”，是经过重大考验、突

破重重挑战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

露。“载人航天工程全线科研人员

辛勤的付出和全天候的保障，才

使得我们在飞行过程中始终保持

‘感觉良好’。”

对 后 半 程 的 太 空 旅 程 ，神 舟

十三号航天员充满期待。根据计

划，我国将在 2022 年全面建成空

间站，打造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展

航天员长期驻留、大规模空间科

学 实 验 、空 间 站 平 台 维 护 等 工

作。今年规划将发射“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以及“神舟”载

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后续

还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未

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太

空迎新年、过春节。

图①：1 月 31 日，王亚平向祖

国和人民送上祝福。

图②：叶光富手持“福”字表

达新春祝愿。

图③：翟志刚在写春联。

中国航天员中心供图

制图：汪哲平

（上接第一版）以推动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

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021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

《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国家对人民

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是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

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全民健身活动从未像最近十年这样风行中

国。马拉松运动在各地火热开展，重要马拉松赛

事参赛资格“一票难求”；疫情期间，人们纷纷探

索居家健身的新模式；乘着举办冬奥会的东风，

大众掀起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

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超

过 4 亿人，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

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90%以上。新中国成立

初期，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 35 岁。今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明确，到

2025 年，人均预期寿命 78.3 岁。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1 年大

众健身行为和消费研究报告》显示，87%的大众

健身人群每次锻炼花费 0.5—2 小时，大众对健身

的认知正逐步深入。

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围绕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总书记为冬
奥筹办指明了方向

经过 6 年多筹办，北京冬奥会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回顾冬奥筹办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成为根本遵

循，贯穿筹办工作始终。

从 2017 年到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五次实

地考察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每

次考察期间，总书记都围绕四大办奥理念作出重

要指示。

绿色办奥，就要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共享办

奥，就要坚持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使

冬奥会产生良好社会效应。开放办奥，就要坚持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冬奥会成为

对外开放的助推器。廉洁办奥，就要勤俭节约、

杜绝腐败、提高效率，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

把冬奥会办得像冰雪一样纯洁无瑕。

绿色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共使用 39个场馆，其中 10个利用既有场馆

遗产、4 个利用土地遗产。五棵松体育中心可在

6 小时内完成冰场和篮球场的转换；“水冰转换”

过后，国家游泳中心由“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成为世界上第一座采

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制冰的冬奥速滑场

馆，碳排放趋近于零。

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从申办、筹办到举办全

过程践行《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奥运会。北京

积极为奥林匹克运动创新提供“北京方案”，将成

为国际奥林匹克赛事筹办的新标杆。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所有新建场馆均取得三

星绿色建筑设计标识；北京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

将 100%使用绿色电力，为奥运历史上首次；赛事

交通服务用车中，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在小客车

中占比 100%，在全部车辆中占比 85.84%，为历届

冬奥会最高……

对于冬奥会打下的美丽中国底色，国际奥委

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给予高

度评价：“北京冬奥会正在兑现碳中和办赛承诺。”

办好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既是中国对国际

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庄严承诺，也是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张家口崇礼在 2015 年

底还是贫困县，贫困发生率达 16.81%。这座小

城因冬奥会的到来而一夜成名，在全国脱贫攻坚

和冬奥筹办的双重背景下于 2019 年 5 月退出贫

困县行列，彻底脱贫摘帽。这是对总书记“努力

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重要

指示的最好回答。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

京张高铁将崇礼拉入首都 1 小时通勤圈，加快建

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注入新的内涵。

自 2015 年底成立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始终

坚持创新人才观，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2017年，

冬奥组委首次开展全球招聘，五年来开展社会招

聘、校园招聘等 22 次，吸引了一批海外留学人员

回国奉献，引进了一批外籍员工来华效力。

对于吉祥物、火炬和奖牌外观设计等，北京

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案，拓展全球视

野，汇聚全球智慧。

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

奥组委制定简化办赛方案，努力实现精彩办赛和

节俭办赛的统一。“简化办赛”也是《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的总体原则之一。

加强各个项目运行的审计监督，确保筹办工作廉

洁高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主新闻中

心和国际广播中心这两大重要的非竞赛场所将

合并为主媒体中心，大大减少了运行成本。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围绕冰雪运动普及，
总书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面向青少年作出战略决策，
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全球冰雪
运动普及作出中国贡献

这些年，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

人爱上了冰雪运动，提前实现了“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考察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的这番话，让

无数冰雪人倍感振奋。

2014 年 2 月应邀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期

间，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在中

国，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果冰雪项目能在关

内推广，预计可以带动两三亿人参与，由此点燃

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

2015 年 1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

奥协主席、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强

调，北京举办冬奥会将带动中国三亿多人参与冰

雪运动，这将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巨大

贡献。

2015 年 8 月 22 日 ，习 近 平 主 席 会 见 巴 赫

时指出，2022 年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是中国体

育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同 世 界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发 展

开 创 双 赢 局 面 的 重 要 契 机 ，也 将 进 一 步 激 发

中 国 民 众 对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的 热 情 ，带 动 更 多

中 国 人 关 心 、热 爱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为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发 展 和 奥 林 匹 克 精 神 传 播 作 出 积 极

贡献。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 10 天之际，习近平

主席在会见巴赫时再次强调，早在申办时，我就

提出，中国这次办奥的最大目的，就是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

3.46 亿人，这是 2015 年北京携手张家口成

功申办冬奥会至 2021 年 10 月，全国参与冰雪运

动的人数。

申 冬 奥 成 功 几 年 来 ，《冰 雪 运 动 发 展 规 划

（2016—2025 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实 施 纲 要（2018—2022 年）》《关 于 以 2022 年 北

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等

重 要 文 件 相 继 出 台 。《全 民 健 身 计 划（2021—

2025 年）》提 出 巩 固 拓 展“ 三 亿 人 参 与 冰 雪 运

动”成果。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冰

场雪场，享受冬季运动乐趣。《2020 中国滑雪产

业白皮书》显示，2020—2021 年度，滑雪者在国

内滑雪场的人均滑雪次数由 2019 年的 1.60 次上

升为 1.91 次。

2021 年 12 月 19 日，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

启动仪式在湖北举行。这项自 2014 年起举办的

大众冰雪赛事活动，第一次将启动仪式放在了中

部地区。第七届全国大众冰雪季期间，全国举办

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超过 1200 场，参与规模超

过 1 亿人次。

巴赫认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成

为全球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第 10 届奥林匹

克峰会公告也指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开启全

球冬季运动的新时代。中国提出要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将使得全球冬季运动的开展迈向

新高度。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中国重诺践诺，

七年努力梦想成真。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孩子们心里埋下热爱冰雪运动火种的殷殷之

情和面向未来提升中国冰雪运动普及度的战略

考量。

一起向未来——

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总书记的奥林匹克论述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
入了深刻内涵

“ 我 们 将 竭 诚 为 世 界 奉 献 一 届 奥 运 盛

会 。 世 界 期 待 中 国 ，中 国 做 好 了 准 备 。”在 二

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

宣示。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习近平主席呼吁全世界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也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作了最好

“代言”。

在第五次实地考察冬奥筹备过程中，习近平

总书记有感而发：“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

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

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

有全新的认识。”

与 出 席 2022 年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视 频 会 议 并

发表演讲时相同，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巴赫时，再

次用“小船”与“大船”的生动事例，深刻阐释了

各 国 命 运 与 共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重 要

主题。

“世界各国与其在 190 多条小船上，不如同

在一条大船上，共同拥有更美好未来”。

“中方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和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对巴

赫说。

“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主题口号，为“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提供了中

国注解，表达了全世界共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愿

望，也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

当不谋而合。它是口号，也是态度，更是行动

方案。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是一个重要时刻，以

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巴赫

在《奥林匹克评论》杂志的撰文中说。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

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

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曲《我和

你》，唱出了地球村民对和平友爱的渴望。

“ 我 们 说 过 会 再 见 ，挥 手 间 就 祈 了 愿 ，满

满 期 待 的 心 跳 ，总 能 听 见 …… ”冬 奥 歌 曲《我

们 北 京 见 》再 次 唤 起 人 们 对 奥 运 的 温 暖

记 忆 。

2022 年，“双奥之城”北京正敞开怀抱，迎接

全世界冰雪健儿共赴一场冬奥之约。

北京欢迎你，我们北京见！

（新华社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周杰、苏斌、

汪涌、杨帆）

本报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韩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近日公布

2021 年 我 国 轻 工 业 经 济 运 行 情

况。数据显示，2021 年全年，轻工

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22.4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14.4% ，比 2019 年 增 长

13.1%；实现利润 1.4 万亿元，增长

7.4% ；轻 工 全 行 业 出 口 突 破 9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去年，轻

工行业经济总体呈现恢复性增长

态势，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对外出

口大幅提升，投资信心稳步恢复。

2021 年 ，轻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1.1%，高 于 全 国 工 业 1.5 个

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 92
种轻工产品中，产量增长的产品为

53 个，增长面为 57.6%。

在消费品生产稳定恢复、内需

持续释放、价格回升等因素带动

下，轻工行业盈利水平继续改善，

12 月 当 月 利 润 增 速 同 比 增 长

8.1%。

轻工业去年营收同比增 14.4%
本报北京 2 月 2 日电 （记者

丁怡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近日

发 布 的《2021—2022 年 度 全 国 电

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

2021 年，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5.7%，增速在

制造业中保持领先。其中，部分新

兴制造业行业用电量高速增长，医

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风能原动

设备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的用电量同

比分别增长 24.9%、25.4%、46.8%和

91.3%，反映出制造业延续转型升

级态势。

电 力 生 产 供 应 方 面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趋 势 凸 显 。 从 累 计 装 机

看 ，截 至 2021 年 底 ，全 口 径 非 化

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1.2 亿

千瓦、煤电 11.1 亿千瓦，占总发电

装 机 容 量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47% 、

46.7%。这是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

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首超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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