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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4月 23日电 4 月

23 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浙江

杭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

李书磊指出，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离不开读书学习，要把阅读

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建设，大力倡导

读书之风，充分发挥阅读在传播思

想文化、提升国民素养、传承民族精

神、涵育文明风尚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要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着力提高

出版品质，打造更多新时代新经典，

用精品出版物激发阅读兴趣、提升

阅读品位。要着力满足人民的阅读

需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全民阅

读推广服务体系，提供处处可读、时

时可读、人人可读的文化条件，推动

读书习惯的养成。要大力倡导全民

阅读、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全社会营

造浓厚阅读氛围。

李书磊强调，当前全党正在开

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以主题

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表

率作用，以学习型政党建设推动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以书

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助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

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

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由中央

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文

明办、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

指导，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浙江省

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大会为期 3天，

将举办论坛、展览展示、阅读推广、

主题发布等多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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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色 恰 如 许 ，

读书正当时。“主题

出版专区”“精品出

版专区”“实体书店

一条街”等展区人

头攒动，新书首发、

名家讲堂、亲子阅读等活动备受欢迎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书香京

城·悦读春天”2023 北京书市如期举

行。人们相聚在一起，在阅读中纵览

大千世界，分享思考感悟。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次阅读

就是一趟心灵之旅。在武汉地铁香港

路站，读书分享活动上的阵阵书声，吸

引过往乘客驻足观赏；国家图书馆新

版网站上，新增的无障碍浏览辅助工

具，为老年人、视力残障人士等特殊群

体带来便利；在天津滨海新区茶淀街

五羊里社区，志愿者开展公益活动，与

自闭症儿童一起享受阅读……读书的

场景，浓郁的书香，人人可感。无关年

龄，不分地域，每个人都可以畅游书籍

的海洋，收获阅读的馈赠。

鱼离水则身枯，心离书则神索。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

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阅读

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

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

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书页

里，蕴藏着万千气象。人们徜徉其间，

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情飞扬、志高

昂、人灵秀，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既能汲取知识雨露，也能吸收思想精

华，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

以 修 身 ，在 春 风 化 雨 中 得 到 成 长 与

淬炼。

时代快速发展，阅读的方式日新月异。有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某短视频平台时长超过 5 分钟的读书类视频

发 布 数 量 同 比 增 长 达 279.44% ，直 播 观 看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近一倍。无论是一页页地翻，还是一屏屏地刷，抑或是一

段段地听，阅读助人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升境界的功

能没变，依然具有独特魅力。重内涵而非华而不实，重积

淀而不急功近利，读书的个人意趣和社会效益必将日益

彰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今天，我

们思索读书的意义、发掘知识的价值、强调阅读的作用，正

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近年来，

把建设“农家书屋”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文化惠民工程，深入

开展“净网行动”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文化馆站向社会免费开放……多措并举、汇聚众

力，全民阅读的服务网越织越密，书香氛围日渐浓厚、充盈

社会，文化强国建设步履坚实。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前不久，教育部等

八部门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引导激

励青少年学生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阅读的世

界中，每个人都是同行者。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

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广大青少年、儿童养成阅读习惯，快乐

阅读，健康成长；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们就一定能通过阅读增进知识

的传承、文化的涵养、精神的赓续，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注入强大正能量。

爱
读
书

读
好
书

善
读
书

盛
玉
雷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赵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 22 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2023 年第一季度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3 年第一季度全国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3.8 万件，处分 11.1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

级干部 1 人。

通报显示，2023 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

信访举报 77.6 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23.1 万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 35.8 万件，谈话函询 7.5 万件次，立案 13.8
万 件 ，处 分 11.1 万 人（其 中 党 纪 处 分 9 万 人 、政 务 处 分 3 万

人）。处分省部级干部 1 人，厅局级干部 633 人，县处级干部

4669 人，乡科级干部 1.4 万人，一般干部 1.5 万人，农村、企业

等其他人员 7.6 万人。

根 据 通 报 ，2023 年 第 一 季 度 ，全 国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运 用

“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共 33.9 万人次。其中，运

用 第 一 种 形 态 批 评 教 育 帮 助 22.6 万 人 次 ，占 总 人 次 的

66.7%；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 8.8 万人次，占 26%；运用第三种

形态处理 1.2 万人次，占 3.6%；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 1.3 万人

次，占 3.7%。

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 11.1万人

世界读书日前后，市民纷纷来到书店，选购、阅读书籍，品味书香，享受阅读的快乐。图为 4 月 22 日，读者在江苏扬州珍园

一家书店内阅读书籍。 孟德龙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闫伊乔）根据教育部日前公

布的 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22
年度各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1641 个；审批专业 176 个，包含

150 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21 种、26 个目录外新专业；调整学

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点 62 个；高校申请撤销专业 925
个。本次备案、审批和调整的专业，将列入相关高校 2023 年

本科招生计划。

截至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包含 93 个专业类、792 种专

业。最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同时发布。

新一批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公布
2022 年度各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1641 个

（上接第一版）

当前，自然资源部系统党员、干部正在开展为期一周的读书

班，通过原原本本研读相关书目、分组讨论、集中交流、专家辅导

讲座等多种学习形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入脑入心。根据方案，还将通过举办生态文明大讲堂、开展

中心组学习研讨、讲授专题党课等多种形式持续抓好学习。

4 月 17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专题读书班开班式，邀

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专题辅导，要求党员、干部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原原本本学习主题教育必读书目和

选读书目。（本报记者刘维涛、高云才、白剑锋、曲哲涵、张烁、

张洋、朱隽、顾仲阳、李龙伊、王珂、郁静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探索浩瀚宇宙，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

求的航天梦。

给航天工作者回信、致电，同正在太空执

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高度关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

全年实施宇航发射任务 64 次，再创历史

新高；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梦圆“天宫”；首

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嫦娥石”，中国再添

“太空印记”……过去一年，中国航天以高质

量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

脚步正迈得更稳更远。

在 4 月 24 日第八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

际，中国航天以勃发之气，巡天探宇叩问苍

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勇毅前行。

成就不凡：

中国航天奋楫再扬帆

“这么美的地方，我还会再来，我必须再

来。”2005 年，随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在太空俯

视 地 球 的 航 天 员 费 俊 龙 ，面 对 苍 穹 许 下 了

心愿。

多年后，在距离地面 400
多公里的轨道上，中国人自己

的“太空之家”——中国空间

站已全面建成，正式开启长期

有人驻留模式。

4 月 15 日 ，航 天 员 费 俊

龙、张陆在地面工作人员和舱

内航天员邓清明的密切配合

下，完成了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乘组第四次出舱活动，刷新中

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

纪录。

航天员在空间站忙碌的同时，地面上的

南海之滨，工作人员为长征七号遥七运载火

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保驾护航”。它

的“乘客”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正等待与其携手

遨游星汉，续写中国空间站的传奇。

由蔚蓝星球飞向浩瀚星空，中国航天奋

楫再扬帆。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携带 1731
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对于样品的研究随即

紧锣密鼓地展开。

经国家航天局批准，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

发放首批月球科研样品以来，已经向 98 个科

研团队发放五批样品，共计发放 198 份 65.1
克，已有 60 多项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

发表。

“月壤每一颗都非常珍贵，研究团队是一

颗一颗挑选着、计算着使用。”中核集团核工

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第一批月球样品责任人黄

志新研究员说。

正是在 14 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我国科

学家分离出一颗方圆约 10 微米大小的单晶

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

首次发现的月球上的新矿物被命名为

“嫦娥石”。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发现月

球上新矿物的国家。

此外，通过对样品中的辉石、橄榄石和斜

长石矿物开展研究，科学家分析了不同矿物

中水的成因、含量与赋存状态。

中国科学家发现嫦娥五号着陆区矿物表

层中存在大量的太阳风成因水，证实了月表

矿物是水的重要“储库”，为月表中纬度地区

水的分布提供了重要参考。

水是生命之源。“嫦娥”在月球发现了水

的踪影，“祝融”也在火星“找水”。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七十三届国际宇航

大会上，我国科学家介绍，在地质年代较年轻

的祝融号着陆区发现了水的活动迹象，表明

火星该区域可能含有大量以含水矿物形式存

在的可利用水。

以天为盘，以星做子。自古以来，中国人

就有飞天的梦想。从一个个航天器的命名

中，人们读懂了千年问天的中国式浪漫——

“神舟”往返、“天宫”建成、“嫦娥”探月、

“天问”探火……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既

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深邃的人文关

怀，又彰显着当代中国人探索、进取、求真的

科学精神和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

新征程上，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已步入

快车道，探索宇宙的脚步更加铿锵。

顶天立地：

航天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月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戈壁滩上腾

“风云”。

不久前，我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量

卫星——风云三号 G 星，搭乘长征四号乙运

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直冲霄汉，全球

降水测量卫星家族首添“中国造”。

太空中，颗颗中国明“星”熠熠生辉——

不论何方，“北斗”帮你导航；足不出户，“风

云”为你预知天象；地处偏远，通信卫星助你

联通世界。

不仅“顶天”，更要“立地”。航天技术正

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据统计，我国在轨运行工作航天器数量

超过 600 颗，有 2000 多项航天技术成果服务

国计民生，在国土、测绘、环保、应急救援等重

要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当前，我国遥感卫星应用迈入了一个新

阶段，农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

等重点行业已经实现由示范应用转入主体业

务服务，遥感卫星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手段。”国家航

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赵坚说。

航天领域先进成果如何推动地方高质量

发展？在 2023 年“中国航天日”的主场活动

举办地安徽省合肥市能够找到答案。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亚伟介绍，

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国内

首颗商业 SAR 卫星“海丝一号”、“天仙星座”

首发星“巢湖一号”等多颗卫星，推动安徽省

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如今，安徽省已形成以合肥、芜湖为带

动，以航天宏图、中科星图为牵引，集聚 110
多家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的产业集群，彰显

出厚积薄发、动能强劲的发展态势。

在这个万物勃发的春天，创新的种子一

经播撒，就会迅速生根、发芽。

不久前，2023 年先进技术成果交易大会

在江苏苏州举行，先进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

中心落户一年多以来，实现 132 个项目落地，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的成果转化路径，期望为全国开展成果转化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

俭说，期待各方进一步并肩携手，汇聚先进技

术，培养专业队伍，尊重市场规律，用好资本

力量，持续挖掘释放先进技术成果潜能，为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以梦为马：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与天和核心舱不同，问天实验舱里的睡

眠方向是纵向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刘

洋 在 空 间 站 里 一 边“飞 着 ”，一 边 给 孩 子 们

讲课。

另一边，在地面的教室里，师生们发出阵

阵惊叹。身临其境的科普体验，让梦想不再

遥远。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今

年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 2》火热上映，片

中许多的科幻场景令人叹为观止。

航天重大工程的进展为繁荣航天文化艺

术创作厚植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只有点亮

航天梦想，做好科学普及，才能不断汇聚建设

航天强国的磅礴之力。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4 月

21 日，在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二院，伴随着北京玉泉小学儿童合唱团同学

们悦耳的歌声，院士代表、大国工匠、青年航

天人、中小学师生汇聚一堂，共庆即将到来的

第八个“中国航天日”，并发布最新编写的《追

梦空天》《砺剑空天》系列图书。

近年来，航天题材文化艺术影视作品不

断涌现，航天文旅产业发展壮大，一大批航天

科普图书、航天科普课程等深受喜爱。今年

航天日期间，系列科普活动看点更足。

“我们将举办航天开放日、科普讲堂、知

识竞赛、有关交流与研讨等一系列活动。”国

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波说，相关航

天展馆、航天设施将集中向社会公众和大中

小学生开放，一批院士专家走进校园，为青少

年进行科普宣讲。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一代代

航天人踔厉奋发，一批批报

国者以梦为马。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重点在于

人类和宇宙、大自然应是紧

密联系、和谐统一的。

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

论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

基也曾说：“地球是人类的

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

在摇篮里。”

展望未来，人类终有一

天会走出地月系迈入行星

际。而中国必将秉持和平与合作的“和合”理

念，凝心聚力启新程。

张克俭表示，我国将继续实施月球探测

工程，发射“嫦娥六号”探测器、完成月球极区

采样返回，发射“嫦娥七号”探测器、完成月球

极区高精度着陆和阴影坑飞跃探测，完成“嫦

娥八号”任务关键技术攻关，与相关国际组织

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

建设。

探索浩瀚宇宙，中国的目光不仅局限于

月球——

实施行星探测工程，发射小行星探测器、

完成近地小行星采样和主带彗星探测，完成

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等关键技术攻关，

论证太阳系边际探测等实施方案……一项项

面向前沿的重大航天任务工程正有条不紊向

前推进。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正在航天人的接续奋

斗中一点点实现，其积淀而成的航天精神，犹

如璀璨星辰，必将激励无数来者叩问苍穹、探

索不停。

（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李亚彪、

胡喆、宋晨、徐海涛、吴慧珺）

叩问苍穹 探索不停
—写在第八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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