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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四版）
（二）主要进展
2016 年以来，中国与 19 个国家和地区、

4 个国际组织，签署 46 项空间合作协定或谅
解备忘录；积极推动外空全球治理；利用双边、
多边合作机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等领域国际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1.外空全球治理。
——参加联合国框架下外空活动长期可

持续性、空间资源开发利用、防止外空军备
竞赛等议题磋商，共同创建空间探索与创新
等新议题，持续推进联合国空间2030议程。

——支持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
基信息平台北京办公室工作，深度参与联合
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各项活动，
加入空间任务规划咨询组和国际小行星预警
网等国际机制。

——发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东道国作用，
支持《亚太空间合作组织2030年发展愿景》。

——利用中俄航天合作分委会空间碎片
工作组、中美空间碎片与空间飞行安全专家
研讨会等机制加强在空间碎片、外空活动长
期可持续等领域的交流。

——支持国际电信联盟、地球观测组织、
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国际空间数据系
统咨询委员会、国际空间探索协调组、机构间
互操作顾问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活动。

2.载人航天。
——利用“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欧

洲空间局合作开展伽马暴偏振探测研究，在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与法国合作
开展微重力环境下人体医学研究，与欧洲航
天员中心联合进行洞穴训练、海上救生训练。

——完成中国空间站首批空间科学国际
合作实验项目遴选，围绕空间科学实验、空
间站舱段研制与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开展
技术合作与交流。

3.北斗导航。
——推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美国

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欧洲
伽利略系统协调发展，在兼容与互操作、监
测评估、联合应用等领域深入合作。

——推动北斗国际标准化工作，相继进
入民航、海事、国际搜救、移动通信、电工
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标准体系。

——推动北斗系统全球服务，与阿盟、
非盟分别建立北斗合作论坛机制，在突尼斯

建成首个海外北斗中心，与巴基斯坦、沙特
阿拉伯、阿根廷、南非、阿尔及利亚、泰国
等国家开展卫星导航合作。

4.深空探测。
——与俄罗斯联合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

计划，启动中俄月球与深空探测联合数据中
心建设，推动中国“嫦娥七号”月球极区探
测任务与俄罗斯月球－资源－1 轨道器任务
联合实施。

——利用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四号”任
务，与俄罗斯、欧洲空间局开展了工程技术
合作，与瑞典、德国、荷兰、沙特开展了科
学载荷合作。启动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六
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合作。

——利用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
务，与欧洲空间局开展了工程技术合作，与
奥地利、法国开展了科学载荷合作。与美国
建立火星探测器轨道数据交换机制。启动小
行星探测任务国际载荷搭载合作。

——与欧洲空间局、阿根廷、纳米比亚、巴
基斯坦开展月球与深空探测领域的测控合作。

5.空间技术。
——联合研制并成功发射中法海洋卫

星、中巴 （西） 地球资源 04A 星、埃塞俄比
亚遥感微小卫星，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功
搭载发射大学生小卫星。持续推进埃及二号
遥感卫星等联合研制。

——完成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一号、委内
瑞拉遥感卫星二号、苏丹一号遥感卫星、阿
尔及利亚一号通信卫星等在轨交付。

——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阿根
廷、巴西、加拿大、卢森堡等国家提供卫星
搭载发射服务。

——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
根廷、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开展宇航
产品技术合作。

——助力发展中国家航天能力建设。与
埃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家合作建设
卫星研制基础设施。推动“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走廊建设，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空间
设施资源。

6.空间应用。
——建立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

灾应急保障机制，中国气象卫星数据广泛应
用于121个国家和地区。

——签署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协
定。与欧洲空间局开展对地观测卫星数据交

换合作。建设中国－东盟卫星信息 （海上）
服务平台和遥感卫星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与
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共同建设
澜沧江－湄公河空间信息交流中心。

——与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纳米比亚、
泰国、南非等国家合作建设卫星数据接收站。

——积极参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
机制，为近 40 个国家的减灾提供卫星遥感数
据近 800景，新增 8颗（座）卫星和星座作为值
班卫星和星座，提升国际社会防灾减灾能力。

——积极开展卫星应急监测和服务，针
对15个国家的17次重特大灾害事故启动应急
监测，就2018年阿富汗大旱、2018年老挝溃
坝事故、2019年莫桑比克台风向受灾国相关
部门提供监测产品服务。

——发布 《中国面向全球的综合地球观
测系统十年执行计划 （2016－2025年）》，担
任地球观测组织2020年轮值主席国，推动全
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建设。

——参与国际空间气候观测 （SCO） 平
台机制，推动中国利用空间技术应对气候变
化的最佳实践，助力国际空间气候观测合作。

7.空间科学。
——与瑞士、意大利、奥地利、英国、

日本等国家联合开展“悟空”号、“墨子”
号、“实践十号”和“慧眼”等科学卫星的联
合科学研究和实验。

——联合研制并成功发射中意电磁监测
试验卫星，持续推进中欧太阳风－磁层相互
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中法天文卫星、中意电
磁监测卫星02星联合研制，与意大利、德国
等国家开展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爱因斯坦
探针、增强型 X射线时变与偏振空间天文台
等科学卫星有效载荷的联合研制和定标。

——利用中国－巴西空间天气联合实验室，
共同建设南美地区空间环境综合监测研究平台。

8.人才与学术交流。
——参与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空间研

究委员会、国际宇航科学院、国际空间法学
会等活动，举办全球空间探索大会、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中国/
联合国航天助力可持续发展大会、文昌国际
航空航天论坛、珠海论坛、北斗规模应用国
际峰会、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大会等。

——助力发展中国家人才培养。依托联
合国空间科技教育亚太区域中心 （中国） 为
60余个国家培养了近千名航天人才，并建立

“一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和中俄工科大学联
盟；通过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等渠道，促
进遥感与导航方向的人才交流。

——通过中欧空间科学研讨会、中欧空
间科技合作对话、中欧“龙计划”等渠道，
促进空间科学、遥感与导航方向的科技交流。

（三）未来合作重点
未来五年，中国将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

态，拓展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在以下重点
领域广泛开展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

1.外空全球治理。
——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外空国

际规则制定，共同应对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挑战。

——积极参与空间环境治理、近地小天体
监测与应对、行星保护、太空交通管理、空间资
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国际议题讨论和机制构建。

——开展空间环境治理合作，提高太空
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支持与俄、美等
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外空治理对话，推动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空间科学观测台建设。

2.载人航天。
——依托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天文观

测、地球科学研究，以及微重力环境下的空
间科学实验。

——推动开展航天员联合选拔培训、联
合飞行等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3.北斗导航。
——持续参加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国际委员会有关活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
卫星导航秩序。

——积极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其他
卫星导航系统、星基增强系统的兼容与互操
作合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

——重点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合
作与交流，共享北斗系统成熟应用解决方
案，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4.深空探测。
——重点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欢

迎国际伙伴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在任务的各
个层级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论证和建设。

——拓展在小行星、行星际探测领域合作。
5.空间技术。
——支持卫星工程和技术合作，完成埃

及二号卫星联合研制，发射中法天文卫星、
中意电磁监测卫星02星，推动中巴 （西） 资
源系列后续卫星合作。

——开展航天测控支持合作，继续开展
与欧洲空间局在测控支持领域合作，进一步
推进地面站网建设。

——支持商业航天国际合作，包括发射
服务，以及卫星整星、卫星及运载火箭分系
统、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地面设施设备等
产品技术合作。重点推动巴基斯坦通信卫星
研制，以及巴基斯坦航天中心、埃及航天城
建设合作进程。

6.空间应用。
——推动中国气象卫星数据全球应用，

支持中法海洋卫星数据向世界气象卫星组织
开放，推动“张衡一号”电磁监测卫星数据
全球共享和科学应用。

——推动“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
设，加强遥感、导航、通信卫星的应用合作。

——推动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数据共享服
务平台建设。

——推动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建设与
应用。

——参与空间气候观测平台建设与实践。
7.空间科学。
——依托深空探测工程，利用地外样品

和探测数据，开展空间环境、行星起源演化
等领域的联合研究；通过联合国向国际社会
开放“嫦娥四号”卫星科学数据。

——推动空间科学卫星联合研制，开展
以暗物质粒子、太阳爆发活动及其影响、空
间引力波等为重点的空间科学探索研究。

8.人才与学术交流。
——开展航天领域人员交流与培训。
——举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和论坛。

结束语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高度重视并
大力发展航天事业，世界航天进入大发展大
变革的新阶段，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

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加快推进航天强国
建设，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同各
国一道，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理与交流合
作，维护外空安全，促进外空活动长期可持
续发展，为保护地球家园、增进民生福祉、
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辞旧迎新，2022年中国农历壬寅虎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挂灯笼、包饺子、举办网络春晚、
遥送新春祝福……海外华侨华人乡情切
切，在异国他乡点亮“中国红”，品尝

“中国味”，与当地朋友欢度“中国
年”。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多名身处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分享了他
们所见所感的浓浓年味。

花灯春联闪亮异国街头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贺岁横幅迎风
飘扬，一只重约 300公斤的巨型生肖吉
祥物“金虎”威风凛凛……春节临近，
马来西亚马六甲鸡场街一片喜庆。这条
拥有 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又迎来一年
一度最热闹红火的时光。

“在鸡场街举办的马六甲新春年景
嘉年华会已迈入第 32 年。每年春节，
马来西亚许多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都慕
名来到这里，体验中国传统春节氛围。
今年，江苏省海外联谊会还特意送来一
批精美的秦淮花灯，让老街更加绚丽多
彩。”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对中国事
务特使颜天禄说。

在英国伦敦，一抹“中国红”也点
亮了人们对新一年的期盼。英国伦敦华
埠商会秘书长黄萍介绍，“中国城”早
已张灯结彩，地标性建筑“伦敦眼”也
将举行换灯仪式，亮起红色与金色，迎
接中国新春佳节。“除夕晚上，伦敦西
敏市政府还与商会合作，举办大型夜

市，舞狮、舞龙、写春联……大家一起
欢欢喜喜过大年！”

受疫情影响，不少国家和地区无法
举办聚集性活动，但这并未减弱华侨华
人庆祝中国春节的热情。近日，在非洲
南部的博茨瓦纳，伴随一阵“嗡嗡”的响
声，3架无人机挂着一副大红对联，在当
地标志性景点三酋长广场缓缓升空——
上联“旅博侨胞向全国人民拜年”，下联

“为祖国母亲点赞冬奥喝彩”，横批“祖
国万岁”。

“疫情仍在蔓延，我们希望能用这
种特殊的方式，升起‘中国红’，面向
东 方 ， 遥 寄 对 祖 国 亲 人 的 相 思 与 祝
福。”博茨瓦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南庚戌深情地说。

春节美食端上他乡餐桌

过春节，品年味。一桌丰盛可口
的年夜饭，最能抚慰海外游子舌尖上
的乡愁。

“要做八宝饭，先在盘底垫一层糯
米，中间放上蜜饯、松子、核桃仁、豆
沙等辅料，再铺上一层糯米，放进锅里
蒸 20分钟即可……”春节前夕，一组“行
走的年夜饭·挪威云厨房”视频，成为挪
威华侨华人在社交平台点赞转发的“爆
款”。视频中，年过七旬的挪威侨胞马列
和其他几名华人厨师，一边细致讲解，
一边操作示范，教授如何制作八宝饭、
葱烧海参、糯米素烧鹅等中国各地春节
特色美食。

“虽然我们不能回国过年，但只要
吃到熟悉的家乡味道，就觉得心与祖

（籍） 国、与亲人不远。”马列在海外从
事中餐业已数十年。他介绍，春节期
间，挪威多家中餐厅推出年夜饭外卖服
务，让华侨华人都能安心吃上地道的

“中国味道”。
在美国芝加哥，美中餐饮业联合会

主席胡晓军最近也格外忙碌。他经营的
多家中餐厅早早准备了多道寓意美好的
新春菜品。“有代表年年高升的年糕、
象征年年有余的海味全家福，还有必不
可少的饺子和汤圆。”

胡晓军介绍，春节期间，美中餐饮
业联合会将和美国当地社团一起，在亚
特兰大、洛杉矶、纽约等城市举行多场
庆新春活动，推出一系列中国风味的预
制菜，请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共同品尝
来自中国的浓浓年味。

“无论走到哪里，除夕包饺子、吃
年夜饭是永不改变的传统。”巴西圣保
罗华星艺术团团长李青霞欣慰地说，如
今，在海外土生土长的“华二代”也越
来越爱“中国味道”，对“中国年”一
点也不陌生。

京剧歌舞“云端”火爆开演

1月30日，一台以“华星闪耀贺新
春，五洲相约迎冬奥”为主题的全球华
人网络春晚将上线，来自澳大利亚、美
国、匈牙利、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
等五大洲不同国家的华星艺术团成员相

聚“云端”，与中国国家京剧院的演员
们一道，表演歌曲、舞蹈、京剧等丰富
多彩的节目，共庆中国春节，共迎北京
冬奥会。

“今年的春节尤其值得期待。2月 4
日，正月初四，北京冬奥会就会开幕。
这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和世界各国民众
共同期盼的盛事。这台网络春晚既是给
全球华侨华人拜年，也是为北京冬奥会
加油！”作为此次网络春晚的发起人，
澳大利亚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介
绍，还有一个亮点值得关注，那就是许
多当地民众也参与到网络春晚中来。

“比如，一群非洲小伙子表演了舞龙，
特别专业。”

李青霞也在巴西感受到当地民众对
中国春节的熟悉与重视。2 月 5 日，她
所负责的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将与一家巴
西企业共同举办一场新春茶话会。受邀
嘉宾在品尝中巴特色小吃的同时，还将
欣赏中国的民族舞蹈。“这次联谊活动
是巴西企业主动提议举办的，他们还希
望邀请精通书法的华侨华人现场挥毫泼
墨，让更多巴西企业界人士了解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进而推动中巴经贸往
来。”李青霞说。

“如今，中国春节已经走向世界，
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节日。”黄萍自豪
地说，2 月 6 日，伦敦华埠商会精心制
作的时长 1.5 小时的春节联欢节目，将
在伦敦各大电视台播放。“届时，将有
更多人从中感受到中国春节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

华侨华人海外点亮“中国红”
本报记者 严 瑜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记者朱翃、赵雪彤） 北京冬奥
会 火 炬 传 递 将 于 2 月 2 日 至 4
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赛区进行，约 1200 名火炬手参
与这一活动。这是记者 28 日在
火炬传递主题媒体吹风会上获悉
的信息。

“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
月 2 日至 4 日，在北京、延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进行，包括 11
个闭环外的封闭传递区域和 1个
闭环内的独立传递区域。”北京
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吕钦
介绍说，其中北京、延庆和张家
口赛区分别设立4个、2个和5个
传递区域；包括北京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八达岭长城、世界葡萄
博览园和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
园等。整个火炬接力，坚持简约
精彩、确保安全的原则，并采取
展示与接力相结合、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创新形式，使火炬接力
体现出简约、自主、更具体验感
的特点。

本次北京冬奥会将有来自
各行各业的约 1200 名火炬手，
大 部 分 是 扎 根 生 产 和 工 作 一
线、有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
通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86
岁、最小的 14 岁，生产和工作
一线代表占 57%。火炬手中，还
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
际友人。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
部长万学军在吹风会上介绍，闭
环内传递的距离共计 5.1 公里，
平均每棒火炬手传递距离约 110
米，整体传递路线是从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南园南门出发，按逆时
针方向，经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
园东门、北门，最后到奥林匹克
宣言广场处收火。“1 月 20 日，
进行全要素演练的前夜，北京普
降瑞雪，团队将之视为‘全要
素’的组成部分，对扫雪铲冰也
进行了测试演练。”万学军说。

北京冬奥组委火炬传递专项
团队运行副主任杨海滨在吹风会
上介绍，在地点选择上，闭环内
火炬传递路线安排在毗邻鸟巢和
水立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举
行，作为“双奥之城”的象征和

古老中轴线上的明珠，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森林公园
中，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们将体验到“家”的感觉。

传递当天，火炬手们将从各自驻地乘坐车辆抵达奥森南
门，并有 30 多名闭环内志愿者为火炬手提供服务。火炬将
在返回集结点后，由专业人员拆除燃料系统后，交给火炬手
本人留作纪念。

冬奥会开幕式当天除了闭环内火炬传递外，还有颐和园
和大运河森林公园两场火炬传递。“其中颐和园是华夏园囿
的典范，大运河是古今通衢的代表，本场传递上承皇家园林
的古老和恢弘，下启北京副中心的源流和开放，预示以奥林
匹克运动带来的活力和激情，串联北京的历史和未来、过去
和现在，这样的安排既是奥林匹克带给中国的礼物，也是我
们对奥林匹克的馈赠。”杨海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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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晚，北京长安街及
沿线马路两侧悬挂的中国结流光
溢彩、年味浓郁，喜迎即将到来
的新春佳节和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图为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木樨
地立交桥周边夜景。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花灯璀璨
迎新春助冬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