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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前 ，原 创 舞 剧

《咏春》登上国家大剧院

的舞台，3 天连演 5 场，演

出结束，演员 5 次返场谢

幕，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这部叫好又叫座的舞剧，

是广东省深圳市近年孕

育出的文艺精品之一。

当前，深圳正加快构

建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

系，不断提高城市文化竞

争力。2022年深圳文化产

业增加值超过 2600 亿元，

占全市GDP达到 8%，拥有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超 10万

家，从业人员超 100万人。

被冠以“中国电子第

一街”的华强北人流熙攘，

几台公共钢琴安静矗立街

头。收工后的农民工易群

林饶有兴致地弹奏着，吸

引不少路人驻足聆听。

与散布街头的公共

钢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是点缀在盐田区海边的

10 间海书房。盐田区规

划建设了 10 个以社区文

化和海洋文化为特色的

小型图书馆。坐在图书

馆 里 俯 首 阅 卷 、抬 头 观

海，已成为不少深圳人假

日休闲的选择。

据不完全统计，深圳

拥有各类图书馆（室）、文化馆（站）、

博物馆、美术馆 1800 家，基本实现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共文化设

施 全 覆 盖 ；每 年 举 办 文 艺 演 出 超

2000 场、美术展览超 200 个，让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丰富多彩的公共

文化服务。

5 月，一场名为《气象万千》的

艺术展在深圳市中心的天空美术

馆举行，游客们来此享受风景与艺

术的盛宴。“深圳的公共文化设施齐

全、活动多样，为休闲时间提供了丰

富的选择。”市民张女士说。

当前，深圳正加快建设普惠性、

高质量、可持续的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用繁荣发展的文化事业深

入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用“以文塑

城”的规划设计诠释“以人为本”的

城市理念。

近年来，深圳市加快培育壮大

数 字 文 化 和 创 意 文 化 产 业 ，“ 文

化+”新业态优势不断彰显。

2022 年 6 月，数字创意产业集

群被列入深圳重点发展的 20 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根据规划，到 2025
年，深圳数字创意产业增加值将突

破 1000 亿元，成为全国数字创意产

业创新发展高地。

在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深圳龙岗数字

创 意 产 业 走 廊 ，数 字 内

容、数字设计、数字服务

等业态蓬勃发展，1.2 万

家 文 化 企 业 星 罗 棋 布 ，

2022 年实现营收 1910.89
亿元。

该走廊是数字创意

全产业链集聚区，也是深

圳落实“文化产业数字化

发展”的生动案例。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以来，深圳文化产业保持

快速发展势头，年均增速

15%以上，增加值占全市

GDP 稳 步 提 高 至 8% 以

上。目前，深圳集聚了 10
多万家设计企业、50 余座

文化创意园区、20 多万名

设计师，2022 年数字创意

和现代时尚产业增加值

超 800亿元。

大鹏半岛上，深圳乐

高乐园度假区的建设马

力 全 开 ，有 望 在 2024 年

开门迎客。

水贝商圈内，深圳国

际珠宝玉石综合贸易平

台挂牌成立 6 个月，便已

吸引超 200 家企业入驻，

累计完成珠宝玉石产品

进出口货值超 56亿元。

秉持着兼容并包的

态度，深圳不断加强对外交流、促进

文化融合。与此同时，“深圳出品”

也加速走向世界。

在新加坡，腾讯和故宫博物院

合力打造的“光影故宫”数字艺术体

验活动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在

意大利，来自深圳的独立设计师品

牌在 2023 秋冬米兰时装周的舞台

上大放异彩……坚持高质量“引进

来”与高水平“走出去”齐头并进，深

圳不断拓展文化交流与对外贸易的

广度和深度。

被誉为“中国文化第一展”的深

圳文博会，是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

交易展示平台，18 年来展会规模、

国际化程度、交易成果不断攀升。

即将举行的第十九届文博会预计有

超 50 个国家和地区、300 多家海外

展商参展。

如今，深圳的文化贸易总量位

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游戏、印刷、

工 艺 美 术 、文 化 装 备 出 口 实 力

强劲。

“深圳的文化建设要找准定位。”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提

出，以深圳先行示范的生动实践，推

动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相匹配的城市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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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 6月 4日电 （记者程

远州）日前，深圳印发《深圳市加快

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

用行动方案（2023—2024 年）》（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发布首批“城

市+AI”应用场景清单，并统筹设立

规模 1000 亿元的人工智能基金群，

积极打造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

用先导区，创建人工智能先锋城市。

《行动方案》从强化智能算力集

群供给、增强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

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打造

全域全时场景应用、强化数据和人

才要素供给、保障措施等 6 个方面，

提出 18 项具体举措。首批“城市+
AI”应用场景清单中，涵盖了公共服

务、智慧医疗、城市治理、智能制造、

低 空 经 济 等 领 域 的 26 个 应 用 场

景。在强化数据支撑方面，《行动方

案》提出加强数据关键要素供给。

深圳将于今年年底前制定公共数据

开放计划，出台公共数据开放管理

办法、公共数据资源目录，搭建全市

公共数据开放运营平台，建立多模

态公共数据集。同时，研究出台数

据要素市场培育政策措施，做大深

圳数据交易所规模。

深圳出台方案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应用

6 月 4 日清晨，在万众期待下，一顶红

白相间的大伞如约绽放在戈壁荒漠上空，

守护着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徐徐

飘落、稳稳着陆。随后，返回舱舱门打开，

“圆梦乘组”在完成 6 个月的飞行后，顺利

回家。

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是中国人的第

十次飞天。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

作为迄今为止执行任务时平均年龄最大

的航天员乘组，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

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纪录，还见证

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历史时刻。

载人飞船回收试验队——
提前进行多次全流程桌

面推演、全系统综合演练

本次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返回，精

心设计、环环相扣。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

回收试验队总体负责人彭华康介绍，此次

返回包括分离、制动、再入、减速、着陆缓

冲 5 个阶段。

分离阶段——此次返回仍然延续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以来的“快速返回方

案”，即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在与空间站

组合体分离后，绕地球飞行 5 圈后开始返

回 地 面 。 随 后 ，飞 船 返 回 舱 与 轨 道 舱

分离。

制动阶段——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延续了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以来的预测

——校正双环制导方式，使返回舱以精确

计算的再入角度进入地球大气层，推进舱

在穿越大气层时烧毁。

再入阶段——舱上自带的发动机将

返回舱调整为大底朝前的配平状态，以升

力控制的方式再入。

减速阶段——距离地面 10 公里左右

时，返回舱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

开，将飞船的速度降低到每秒几米。

着陆缓冲阶段——距离地面 1 米左右

时，反推发动机向下点火，使返回舱进一

步减速，最终以每秒 1—2米的速度着陆。

为确保万无一失，试验队提前进行了

4 次全流程桌面推演和 3 次全系统综合演

练，重点对正常和故障处置流程、故障预

案、处置程序、安全要求、关键环节进行学

习与演练，并联合着陆场系统对薄弱环节

进行了演练与验证。围绕返回过程故障、

着陆环境异常、处置工序故障三大类故障

模式，他们还准备了 20 多种处置预案。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 院 502 所 研 制 的 飞 船 返 回 再 入 GNC
（制导导航与控制）技术全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至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这一批次的 4 艘神舟飞船，

采用的是“自适应预测制导方法”，即第二

代返回再入技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载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胡军介绍，

如果采用一代技术，当出现大范围的轨道

条件变化时，就需要地面进行人工干预；

如果采用二代技术，GNC 技术则可以自

主适应，能实现一系列更好的效果。

返回舱降落过程中，那顶引人注目的

大伞，其实并不陌生。从神舟一号算起，

它已经为神舟系列飞船“绽放”了 15 次，

持续实现优化创新。据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五院 508 所专家介绍，这顶 1200 平方米

的神舟飞船主伞是国内最大的航天器降

落伞，由 7000 多个零部件组成。整个伞

的缝线长达 10 千米，需要十几位加工人

员加工 3 至 4 个月才能完成，仅主份降落

伞的加工工序就有 30 多道。

东风着陆场——
地面支持系统快速定位

精度达到20米级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是 2021 年 9 月

以来东风着陆场执行的第四次载人飞船

搜索和航天员救援任务，也是我国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东风着陆场迎接的首艘

载人飞船和首个航天员乘组。

为此，东风着陆场开展了跨凌晨搜救行

动，凌晨 2点起搜救分队就陆续开始行动。

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卞

韩城介绍，东风着陆场多措并举守护航天

员安全回家。

首先，推进着陆场布局优化。东风着

陆场属陆地小面积着陆场，飞船返回机会

相对较少，针对神舟十五号返回任务，在

东风着陆场周边勘选了应急备降场，按照

飞船连续两圈可返回、连续两天可返回状

态设计了搜救方案。

其次，新增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域。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规划了飞船

后弹道返回搜救区，在以往大范围偏差搜

救预案的基础上，设计了飞船后弹道返回

搜救方案，提升了东风着陆场应对大范围

偏差快速搜救能力，航天员安全保障能力

进一步增强。

同时，构建非合作式搜索体系。航天

搜救传统上使用合作式搜索体系：搜索分

队根据飞船返回舱发射的信标实施定向

搜索，一旦返回舱信标失效，只能采取目

视方法搜索。基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强

大的返回测控支持能力，提出构建非合作

式快速精准搜索体系构想。神舟十五号

载人飞船返回任务，已经具备可视化捕获

跟踪、高精度定位测量等能力，飞船返回

舱着陆后，空中分队快速定位精度达到

30 米级、地面支持系统快速定位精度达

到 20 米级。合作式和非合作式两种搜索

体系的融合应用，可显著提升东风着陆场

快速精准搜索到达能力，破解返回舱信标

失效等难题。

此外，创新预案体系构建方法。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进一步创新预

案体系构建方法，形成新一代预案体系，

识别出各类风险 28 项，制定异常情况应

急指挥要点 24 份，各单位根据承担任务

和专业分类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200 余份。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统一组织下，东风

着陆场各参试力量于 5 月 10 日就进场完

毕。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返回任务东风

着陆场组建了 1 支空中（直升机）分队、1
支固定翼飞机（载伞降救援组）分队、1 支

地面分队共 3 支专业搜救力量；组建了 1
支道路封控分队、1 支搜救支援分队、1 支

搜救预备队，与专业搜救力量等协同完成

搜救任务。

测控通信系统——
具 备 黑 障 区 稳 定 跟 踪

飞船的能力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从距离地面约

400 公里的空间站轨道返回，精准降落到

东风着陆场。这个难度曾被人比喻为“万

里中 10 环”。为了应对如此大的挑战，任

务各战线团结协作、合力攻关。

返程的每一步，都需要测控通信系

统接力牵引，完成遥测、外测来接收和发

送指令，观测分析返回舱位置、速度、飞

行姿态。在主着陆场，中国电科集团布

设了便携站、机载站、车载站、固定站等

站型及多型号卫星通信系统，编织致密

安全的测控通信网，实时测量飞行轨道，

监测返回舱供电、温度、气压等参数及航

天员各项生理参数，实时传送地面发出

的指令，指挥返回舱变轨、调整姿态，实

时传输话音、图像数据，让地面可以与航

天员实时沟通。

中国电科集团还研制布设了机载、车

载、船载、便携式定向仪。这些定向仪采

用无线电“呼叫——应答”模式，受外部环

境因素影响更小，装备在运输机、直升机、

搜索车辆等搜索平台上，能全天时、全天

候、无盲区地接收返回舱“呼叫”信标，引

导搜索力量迅速向落点靠拢。

返回舱穿越黑障区时，会与地面人员

暂时失去联系。本次任务中，专家表示，

经过测控人员接续攻关，联合多家科研机

构，针对飞船在黑障区的雷达回波信号特

点，不断完善有针对性的信号检测和跟踪

技术，现已具备了黑障区稳定跟踪飞船的

能力。

图片从左到右依次为：

航天员费俊龙出舱。

航天员邓清明出舱。

王晓博摄（影像中国）

航天员张陆出舱。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平安返京

顺利回家，“圆梦乘组”梦圆
本报记者 刘诗瑶 林 渊 王云杉

本报北京 6月 4日电 （记者吴月辉、

刘诗瑶）4 日上午，中国空间站第四批空

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返回舱返回地面，在东风着陆场交付由中

科院牵头负责的空间应用系统。14 时左

右，部分实验样品运抵中国科学院空间应

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空间应用系统总体与

相关实验人员对返回实验样品基本状态

进行检查确认，并交接相关实验科学家开

展后续研究。

空间应用系统随神舟十五号载人飞

船返回舱共下行 15 项科学项目的实验样

品，包括细胞、线虫、拟南芥、再生稻等生

命实验样品，以及多种合金材料、新型红

外探测器材料、非晶薄膜材料等材料实验

样品。下行实验样品总重量 20 余公斤。

后续，科学家将对返回生命实验样品

进行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在轨生长

发育和代谢等相关分析，通过与地面比对

分析研究，解析空间微重力、辐射对于实

验样品作用的规律和分子机理，为进一步

创制适应空间环境的作物和开发利用空

间微重力、辐射等资源提供理论依据。材

料实验样品将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分析研

究，以期揭示在地面重力环境下难以获知

的材料物理特性和化学变化过程的规律，

获得高性能制备工艺关键条件，指导地面

新材料制备。

实验样品顺利返回并交付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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