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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安全

返回地面，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在 4 月 17 日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主任郝淳等介绍了中国空间站建

造进展情况。

空 间 站 建 造 和
运营关键技术已全
面突破

郝淳介绍，中国空间站建造分为关

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分别

规划了 6 次飞行任务。其中，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主要任务目标是全面突破和

掌握空间站建造和运营相关的关键技

术。自 2020 年以来，先后成功实施了长

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共 6 次

飞行任务，均取得圆满成功，完成了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的任务目标，为空间站

建造阶段任务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包括

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的生活和工作保

障技术、再生式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技

术、大型柔性电池翼可驱动机构技术、

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技术等一系列技

术都得到了突破，为后续空间站的建设

攻克了技术难关。同时完善了任务的

组织指挥体系，建立了载人飞船应急发

射机制和航天员应急返回搜救机制等，

保证航天员在轨安全和空间站稳定运

行；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

运营管理体系；取得了高水平的空间科

学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综合效益。包括

利用核心舱上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开

展了以无容器和高微重力实验为主要

内容的科学实验，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

界水平的成果。

我 国 已 完 全 具
备航天员长期飞行
驻留保障能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研究员黄伟芬介绍，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创造了多项纪录。3 名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身体和心理状态良好，协

同配合默契、工作紧张有序、生活丰富多彩、任务完成出色，经受住了

身心考验以及完成任务各方面的能力考验。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航天

员选拔训练技术的科学有效，同时也表明我国已完全具备了航天员

长期飞行驻留保障能力，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基础，积累了更为丰富和

宝贵的经验。

神舟十三号顺利返回后，目前在轨的是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组合体，状态正常，在轨各项运行参数稳定。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

究员杨宏院士介绍，核心舱在轨运行将近一年时间里，顺利完成了与两

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的交会对接等一系列任务，功能性能优于

设计。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两个乘组驻留期间，天和核心舱的再

生生保系统为航天员提供良好的载人环境，满足航天员在轨的物质代

谢需求。大型柔性太阳电池翼及其电源技术，持续为核心舱及其组合

体提供了能源，发电能力超出了设计预期，在出舱活动、交会对接、机械

臂转位等能源需求较大的任务中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给。机械臂在整

个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完成了航天员出舱、转

位货运飞船以及舱外状态巡检等多项关键任务。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师孙军表示，通过空间站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实践和技术积累，已掌握和初步验证了空间站组装

建造阶段的核心关键飞控技术。同时，为稳妥应对空间安全风险，对空

间站平台设备、航天员健康等状态进行全时监测，同时对空间环境、空

间目标碰撞等情况加强监视预警，采取必要的规避措施。今年 2 月以

来，已向全世界公布空间站运行轨道，供世界各航天实体进行碰撞预警

计算。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将于 6月发射

郝淳表示，2022 年是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决战决胜之年，又恰逢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 30 周年。建造中国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

验室是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

随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圆满完成，工程正式进入空间站

建造阶段。

根据任务安排，今年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共计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分别是：5 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6 月发射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由 3 名航天员组成，将在轨驻留 6 个月；

7 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10 月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的 3
个舱段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之后，还

将实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神舟十五

号飞行乘组由 3 名航天员组成，这 3 名航天员在轨和神舟十四号的航天

员完成轮换后，将在轨工作和生活 6 个月。

目前，空间站其他两个舱段——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研制进

展顺利。空间站建造完成后，两个实验舱将是航天员在轨主要的工作

场所，在两个实验舱里都可开展密封舱内和密封舱外的空间科学实验

和技术试验。

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以后，将转入为期 10 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

段。空间站建成后，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

船。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

站进行照料和维护。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

船。新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也将大幅提升，可搭载 7 名航天员，上行

和下行载荷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还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舱段，为

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空间站这 10 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还将利用空间站舱内安排

的科学实验柜和舱外大型载荷设施，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

新技术试验。特别是明年计划发射我国首个大型空间巡天望远镜，开

展广域巡天观测，在宇宙结构形成和演化、暗物质和暗能量、系外行星

与太阳系天体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郝淳表示，中国空间站计划实施的投资规模总体适中，一直保持着

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的节奏。载人航天工程走出了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投入较少、发展较快、成果较多、可持续的、富有中国

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原则。未来，中国载人航天也将会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

间，进而迈向深空。在进行空间站研制建设的同时，也开展了载人月球

探测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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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嗡……”4 月 15
日下午两点半，上海市黄

浦区小东门街道天灯弄居

民区，几名“大白”身背脉

冲式弥雾机，往小巷各处

喷洒消毒汽雾。

“垃圾桶、门把手、过

道角落，再仔细一点。”轰

鸣声中，郭靖扯着嗓子叮

嘱 7 名 队 员 ，他 是 这 支 抗

疫 环 境 消 杀 小 分 队 的 队

长。他们的越野车上印着

一行大字——兰州山河救

援志愿服务队。

“ 我 们 有 丰 富 的 经

验，申请支援上海！”一周

多前，22 名队员在获得甘

肃 省 兰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等 部 门 批 准 后 ，自 带 物

资 ，开 车 2300 公 里 ，耗 时

三天两夜抵达上海，承担

在 黄 浦 区 进 行 环 境 消 杀

的任务。

4 月 10 日 起 ，队 员 们

每天都穿着防护服，背上

沉甸甸的装备，在有阳性

感染者报告的封控区进行

环境消杀，“哪里最危险，

我们就去哪里。”

15 日上午，郭靖和队

员们刚刚完成上百栋楼的

环境消杀任务，下午又拿

到一沓任务单，要去的地

方有十几个居民区。

不到半小时，防护面

屏就蒙上一层薄雾。“弥雾机加上消毒液，背起来足

有 70 斤重。有些小区要一层层爬楼，半天下来，真

累得不行。”郭靖说，每天任务很重，要完成 30 万平

方米，早上 8 点出发，干到晚上 8 点才回。每次完成

任务离开前，他们都将污染物品封装好，小心翼翼全

部带走。

在黄浦区中华路东业大厦，当队员们小心地脱

下防护服时，耳边传来稚嫩的声音：“叔叔辛苦了，谢

谢你们！”抬头一看，还有好多居民在楼上挥手。“注

意安全”“以后去兰州看你们”……听到这些声音，郭

靖招呼大伙站成一排，面朝楼上居民，庄重地行了一

个礼。

卸下装备、摘下口罩，郭靖是个 95 后的小伙子，

而队里最年轻的刚满 20 岁。这群坚毅勇敢、不辞劳

苦的年轻人，是居民眼里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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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4月 17日电 （记者姜泓冰）上海近期

集中出台一系列举措，对因疫情影响造成基本生活临

时出现困难的群众，由户籍所在地街道（乡镇）给予临

时救助；对因疫情造成重大生活困难的，采取“一事一

议”方式加大救助力度。针对近期蔬菜价格上涨的情

况，上海市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支出型贫困家

庭生活救助对象等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补贴。

上海对独居老人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或因家

人被隔离收治而暂时无人照料的老人开展摸底排

查，帮助不会线上采购的老人买菜、配药，提供接力

送餐服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

照护。

对社会流浪人员，上海加大巡查力度，对核酸检

测阳性人员及时转运收治，对核酸检测阴性人员做

好分流处置。对本市户籍或有居所的人员，帮助其

返回居住地；对有意愿在沪务工人员帮助其联系相

关适合的岗位；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劝导其

到市、区两级救助管理站接受救助；对于其他特殊情

形一时无法分流的，由属地落实临时安置点，做好基

本生活保障。

上海加大力度救助困难群体

“上海已经逐步建立起中医药抗疫屏

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说，在本轮疫情中，上海市坚持中西

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目前，在方舱医院，感

染者中医药的使用率接近 100%，做到了应

服尽服。

上海市中医药抗疫有何特点？取得了

哪些效果？如何对感染者进行分类救治？

记者在上海采访了刘清泉。

因地制宜，不断完
善诊疗方案

“上海本轮疫情晚于吉林，与其他地方

不太一样，主要表现为绝大部分感染者为

无症状和轻症，重症和危重症相对较少。”

刘清泉介绍，上海市中医药治疗主要以国

家最新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九版）》为依据。

近期，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中国科

学院院士仝小林和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张忠德，以及刘清泉等国家中医医疗救治

专家组成员，专门就上海市的中医药抗疫

进行两次研讨，并结合上海市级中医药防

控新冠肺炎专家组的意见，提出了切合上

海市实际的中医药防治方案。

“中医药对促进方舱医院的感染者核

酸检测结果转阴，阻断疾病的发展进程和

减少重症，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刘清泉分

析，从中医的角度看，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者的症候呈现风、热、湿、毒的特征。方舱

医院内的感染者既有中青年人，也有老年

人和儿童。对于这些群体，既有通治药方，

也有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诊疗方法。

刘清泉说，上海感染者中有不少高龄

老人，这个群体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

病等基础疾病较多，且疫苗接种比例较低，

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关注新冠肺炎，又

治疗基础性疾病。治疗儿童感染者最大的

困难是喝中药难，为了解决中药苦、家长喂

药难度大的问题，上海市中医药专家和儿

科专家拟定了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味道

好，给儿童当茶喝。此外，推出了穴位按

压、推拿、贴耳豆等非药物治疗方法，由医

护 人 员 教 给 家 长 ，有 利 于 提 升 儿 童 的 免

疫力。

及时开展康复治疗。刘清泉说，在过

去两年多的抗疫中，上海市已经形成了具

有本地特色的中医药康复治疗方法，包括

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能够改善康复者

体质，恢复体力。目前，上海市多家中医院

都推出了新冠肺炎康复门诊。

刘清泉表示，上海市中医药在应对疫

情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随着诊疗方

案不断完善，诊疗方法不断推广和使用，中

医药对于疫情防控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辨证施治，把疗效
放在第一位

“目前来看，无论是上海几大中医院拟

定的协定处方，还是其他省份的中医药治

疗方法，基本原理都一样，遵循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的中

医治疗原则。”刘清泉说，比如有的方舱医

院教感染者打太极拳，有的方舱教感染者

做八段锦，手法不一样，但结果都是让气机

通畅，促进身体恢复。

刘清泉介绍，对于不同类型的感染者，

中医药采取辨证施治，分层分类救治，把效

果放在第一位：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例，中医

药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核酸检测结果快速转

阴，防止病情发展。无症状感染者不作为

确诊病例，但从中医的角度看，他们症候已

经表现出来。所以，在方舱医院中，对于无

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都采取中医药治

疗，让他们早日出院。

对于普通型病例，主要采取中西医结

合的治疗方法。

对于重症病例，采取“一人一方、一人

一策”。根据年龄、基础疾病等因素，中医

对每个病例采取辨证治疗方子和策略。对

于重症病例，在早期用中药治疗能够阻止

病情进一步发展，防止基础疾病发作。

刘清泉表示，上海市的疫情形势严峻

复杂，一些社区可能还存在感染者。目前，

被封控小区的居民运动少，心情可能会烦

躁，容易出现抵抗力下降。居民使用中药，

可以养正气，即提高免疫力，降低感染病毒

的风险，减少其他疾病的发生。

大规模推进中医药治疗，相关的药物

供应是否有保障？刘清泉说，上海市的中

医院数量较多，中医药产业发达，药物供应

不存在问题。下一步，中医药要重点研究

孕妇、儿童、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治疗，

把治疗方案做得更精准。

上海逐步建立中医药抗疫屏障
—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本报记者 申少铁

“ 今 天 我 们 开 了 一 个‘ 女 士 专

场’。”4 月 17 日中午，刚刚结束一场社

区群“直播带货”的上海奉贤区南桥镇

正阳社区“星管家”何冰告诉记者。

“星管家”是“满天星便民超市”的

志愿服务者。为了解决城乡居民疫情

防控期间对生活用品的需求问题，奉

贤区从实际出发，推出“满天星便民超

市 ”计 划 ，在 老 百 姓 家 门 口 设 立 便 民

点，让封闭管理中的居民不出社区就

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以一间“满天星

便民超市”解决社区保供配送“最后一

百米”问题。

蔬菜套餐、肉类套餐、大米、食用

油、调味品套餐、洗漱礼包、日用品礼

包 、日 常 家 庭 用 药 、提 前 一 天 申 请 调

配 的 特 需 药 品 ……“ 满 天 星 便 民 超

市”有的只有 10 平方米大小，有的搭

个棚子，有的由辖区内商户提供门店

场 地 ，以“居 民 下 单 、商 超 配 单 、志 愿

者 送 单 ”的 形 式 ，努 力 保 障 群 众 的 基

本生活。

正阳社区共有 3 个居委会、12 个

小区，何冰和“星管家”们建立了 12 个

群，群里共有 4000 多人。“每天睁开眼

睛 ，就 想 着 还 要 满 足 那 么 多 人 的 需

求 。”何 冰 的 压 力 与 成 就 感 并 存 。 他

说，封控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活

物资准备并不充足，不过，“满天星便

民超市”开张一个星期不到，不少家庭

冰箱里都塞得满满当当了。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介绍，建立

“满天星便民超市”，为的是满足疫情

封控期间三方面需求：一是基本生活

物资的集采集配，全力保障蔬菜、肉类

等 主 副 食 品 和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充 分 供

给，实现“应供尽供”；二是奶粉、尿布、

常用药等特殊物资的代配代购，解决

个性化的物资需求；三是加大对社区

困难人群的关怀帮扶。

从 4 月 2 日设立第一家“满天星便

民超市”到 16 日，奉贤全区已建成 443
家，基本实现社区全覆盖，累计实现订

单量 45 万多份，帮扶困难人群 10.8 万

人次。

探索解决为民保供配送“最后一百米”—

“满天星”覆盖奉贤城乡社区
曹玲娟 杨 珺

4 月 17 日，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社区发展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入驻“满天星便民超市”，承担分拣配货等工作。

于 薇摄（新华社发）

4 月 16 日晚 7 时，江西省援沪第二

医疗队队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胡辉结束繁忙的工作，和队员

们一起回到驻地。楼门口，摆着一排

排晾衣架，大家把方舱医院的工作服

挂上衣架，全身消毒、洗手，再仔细踩

踩消毒脚垫，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胡 辉 说 ，疫 情 防 控 中 ，医 务 人 员

“零感染”同救治感染者一样重要。作

为 医 疗 队 队 长 ，胡 辉 担 着 重 要 责 任 ：

“带着这 170 个人义无反顾来，更要带

着他们平平安安回。”

这支医疗队伍中，有 1/3 的人具有

抗疫经历，其中 9 人支援过武汉。“出发

前，我们针对上海的疫情和方舱医院

特点组建团队，突出呼吸、心血管、中

医、感控等专业力量，并配备外科、妇

科、重症医学科人员以应对紧急突发

情况。”胡辉说，中西医结合、内外科兼

顾，在面对急、慢性病患者时都能开展

有效救治。

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但这支

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4 月 6
日，江西省援沪第二医疗队与第五医

疗队共同接管新国博方舱医院 N4 舱，

由 胡 辉 担 任 执 行 院 长 ，收 治 规 模 近

1500 人。从熟悉环境到整合队伍，从

协调物资到沟通信息，千头万绪、错综

复杂，前所未有的挑战接踵而来。

4 月 13 日，N4 舱迎来 669 人的出

院高峰，联系出舱者、维持秩序、办理

手续……人手骤然紧缺。关键时刻，

一支党员突击队顶了上来，他们在舱

内奋斗 10 多个小时，扛起大量繁复的

工作。“在穿戴防护服的情况下，连续

10 多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大家已经逼

近身体极限。我们齐心协力、咬紧牙

关，拿下了这场硬仗。”胡辉说。

“自从穿上白大褂，我就是一名白

衣战士。自从戴上党员徽章，我就是

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是战士，就要随

时准备上前线！”出发前，胡辉用这番

话鼓舞自己，也凝聚起援沪医疗队员

空前的战斗力。

胡辉介绍，在医护、后勤、志愿者、

感染者等全体人员共同配合努力下，

N4 舱各项工作走上正轨，运转效率大

幅提高。

“实践充分证明，团结奋斗，才能

攻坚克难。好的迹象正在显现，我相

信最难的时候即将过去。”胡辉说。

江西省援沪第二医疗队—

齐心协力，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邱超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