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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推进重大工程国际合作

过去一年，中国航天全年实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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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专项完成天基部分建
设，遥感应用惠及全球；“羲和”“夸
父”双星逐日，初步建立综合性太阳
观测网；“句芒”就位，陆地生态系
统碳监测卫星助力低碳减排；成功召
开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
伙伴关系研讨会，开创空间探索和创
新合作新局面……

今 年 是 国 家 航 天 局 成 立 30 周
年。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吕
波介绍，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航天
局秉承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
展的理念，与国际社会携手共进，共
同推动航天可持续发展。

吕波说，在重大工程国际项目
合作方面，国家航天局联合实施了
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中法海洋卫星
和天文星、中意电磁监测卫星等项
目；组织推动天问一号火星轨道数
据交换、嫦娥四号任务外方载荷搭
载、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国际联合研
究以及嫦娥六号、七号国际载荷的
征集遴选。

在多边领域，中国发起了金砖国
家遥感卫星星座、“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走廊，倡议国际合作伙伴联合建
设国际月球科研站，推动近地小天体
联合监测应对等，对中国航天提升国
际影响力、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中国航天好戏连台：探月
工程四期、行星探测重大任务推进工
程研制；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澳门科学一号、高轨 20 米
SAR（合成孔径雷达） 卫星、新一代
海洋水色等卫星将发射入轨。“我们
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探索宇宙奥
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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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波说。

航天大家云集主场活动

公布 2023 年“中国航天公益形
象大使”，颁发2022年度中国航天基

金会钱学森最高成就奖、钱学森杰出
贡献奖、航天创新团队奖、航天国际
合作奖，发布首次火星探测相关成
果，正式挂牌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验
室……今年航天日的主场活动主要包
括启动仪式、中国航天大会、空天信
息产业与商业航天发展研讨会、航天
科普系列展览、中国航天文化艺术论
坛等活动。

此次航天日活动期间还将发布具
有安徽特色的小卫星命名。该卫星将
于 2024 年搭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发
射，为未来月球通导遥系统建设提供

技术支撑。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亚伟

说 ， 本 次 航 天 日 活 动 期 间 邀 请 约
1200 名 嘉 宾 参 加 ， 包 含 一 大 批 院
士、专家和国际航天界知名人士；将
揭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空探测学
院”；正式挂牌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
验室；举办首届深空探测 （天都） 国
际论坛；发布深空科学城概念性设计
规划等。届时，月壤、“嫦娥五号”
返回器、航天员舱外航天服等一批重
量级实物展品将亮相安徽。

张亚伟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
国电科 38 所等多个科研机构研发的
自主创新成果，在航天运输系统、空
间基础设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
航天重点任务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在航天产业方面，安徽形成了以
合肥、芜湖为重点，以航天宏图、中
科星图等头部企业为牵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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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论证国际月球科研站

去年2月，承载着深空探测新梦
想的深空探测实验室 （天都实验室）
在安徽揭牌。实验室由国家航天局、
安徽省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
共建，为中国深空探测重大工程提供
重要支撑。

深空探测实验室执行主任关锋
说，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已经成功
实施嫦娥一号至嫦娥五号任务，实现
探月工程“绕、落、回”战略规划的
圆满收官；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
务，一步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
陆、巡视”探测。

“当前，我国已经启动实施探月
工程四期、行星探测工程等重大工
程，正在开展重型运载火箭、首次近
地小行星防御、鹊桥通导遥综合星
座、太阳系边际探测等深空探测任务
的论证工作，与世界同行开展国际月
球科研站的联合论证。”关锋说，深
空探测实验室作为先行先试的新型研
发机构，将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
础性科学技术研究，打造国际化科学
技术创新平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傅尧介
绍说，近年来，该校积极主动参与了

“嫦娥”“天问”“北斗”等航天工程
任务，独立研制了天问一号环绕器的
科学载荷火星磁强计。

“学校将以共建深空探测实验室
为契机，瞄准太阳系起源与演化、行
星宜居性演化和地外生命探寻等深空
探测领域重要科学问题，开展前沿科
学研究。重点在深空智能感知和机器
人、深空智能定位和导航、地基空间
态势感知、深空物质循环等方向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和载荷研制工作。”傅
尧说。

首次火星探测成果发布、太空“大国重器”亮相、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

航天日重磅活动抢先看
本报记者 刘 峣

今年4月24日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今年中国航天日主题是“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主场
活动将在安徽合肥举办。

近年来，中国“太空之家”遨游苍穹、“祝融”“羲和”探火逐日……一次次飞跃与突破，
刷新着中国航天的新高度。航天日前后，相关单位将举办航天开放日、科普讲堂、知识竞赛、
交流研讨等400多项活动，各地航天展馆、航天设施将集中向社会公众和大中小学生开放，一
批院士专家将走进校园进行科普宣讲，勉励航天人探索未知、建设航天强国，倡导青少年知而
促行、不断求索宇宙奥秘。

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题海报。 国家航天局供图

社区治理更智慧

走进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一块硕大的电子屏幕映入眼帘——在
社区数字治理指挥中心里，实时更新的电子
屏清晰展示着社区宜居指数、人口及房屋概
况、社区运行体征等信息。

北站社区有7.2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众
多，人员复杂，社区治理存在难题。“如今，
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捕捉社区动态。
例如，系统可以自动检测到社区内的不文明
现象，并进行追溯、定位。社区治理越来越

‘智慧’了。”工作人员介绍，北站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近年来探索“党建＋科技＋治理”
模式，构建“社区+车站+学校+商圈”共治
体系，创新打造出“智慧社区”。

在美团大数据中心内，无人机、无人
车、智能柜等产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为满足不同场景的配送需求，我们研发
了多款大数据产品，显著提高了配送效率。”
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团无人机配送已在
深圳多个商圈落地，外卖从商家到站点实现
了 3 公里范围 15 分钟送达。与此同时，大数
据中心内的数据系统还可实时显示外卖骑手
和消费者信息，便于后台优化订单分配、路
线规划及配送预测，实现配送智能调度。

在龙华区文体中心室外体育场，每到周
末，蓝色的跑道上总有很多健身爱好者挥洒
汗水。“以前，龙华区没有规模较大的运动场
所，想运动要‘跨区’走很远。现在只要在
手机上一键预约，就可以随时来跑步了。”一
名正在健身的市民表示。

据了解，龙华区文体中心占地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建有室内外体育场、游泳馆等。
场馆内外部署了“数字孪生仓”，引入智慧防
溺水系统等，健身爱好者可享受智能寻座、
体温监测等服务。

科技创新加速度

“这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汉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过 3年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的创新成
果，今年1月正式获批上市并投入生产……”在龙华区银星科技园内的国创
中心，一台体外膜肺氧合机 （ECMO） 令不少参观者驻足。

在国创中心里，先心封堵器、血管内超声诊断系统、植入式视网膜电
刺激器……一系列自主研发和设计制造的高复杂度医疗器械，让人们看到
了科技园技术“家底”。

近年来，龙华区积极开展数字化战略布局，引进新型高端“智库”，银
星科技园便是其中之一。该科技园重点布局生命健康和电子信息两大产
业，汇聚了400余家企业。除此之外，坐落于龙华区的深圳计算科学研究院

（深算院），组建了以优秀青年科学家为主的理论研究团队以及工程实力雄
厚的系统研发团队，为数字龙华建设贡献了力量。

据工作人员介绍，深算院重点研究以大数据为代表的计算科学基础理
论，以“自研、高端、根技术”为核心。目前，深算院开发并落地了全自
研的崖山数据库系统、采石矶数据质量系统等产品，适用于政务、能源、
交通、互联网等诸多业务场景。

产业升级有利器

青石为墙、灰瓦覆顶、花影错落。来到观澜版画基地，古色古香的韵
味扑面而来。

传统的版画艺术如何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在中国版画博物馆内，精美
的画作旁边附有作者介绍及画作信息二维码，讲述着每幅版画背后的特殊
含义与动人的故事。同时，馆中还举办了“交互之眼——国际当代版画生
态”展览，参观者可在数字体验馆中沉浸式互动，感受版画文化与智能技
术擦出的艺术火花。

“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传统版画文化得到了更丰富的诠释和更好的
传承。”中国版画博物馆副馆长赵家春说。

不只是传统艺术，在与数字技术融合过程中，龙华区的时尚艺术产业
也迸发出新活力。

时尚创意产业是龙华区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位于龙华区的大浪时尚
小镇，是广东省首批特色小镇创建示范点及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特色时尚小
镇，拥有一批知名品牌。小镇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小镇里的服装企业加
快数字化转型，通过3D技术等新工艺生产服装，大幅度缩短了生产周期。
同时，龙华区与华为联手打造“时尚产业数字创新中心”，通过数字化转型
规划、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方案、赋能运营等服务内容，为当地时尚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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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数字经济聚焦数字经济

当前，数字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为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在城市里，管理运行、
社区建设、产业发展等搭上数字经济的“顺风车”，驱
动城市经济增长和智慧转型。

近日，笔者来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感受“数
字之花”的绽放给城市带来的魅力与活力。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银星科技园的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资料照片

位于深圳市龙华区银星科技园的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资料照片

近日，江西高校第四届
科技成果对接会在南昌举
行。对接会为校企合作搭建
平台，服务高校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推进产学研用融合
发展。

图为高校参会人员展示
研发的智能机器狗。

时 雨摄（人民视觉）

校企合作
孵化科技成果

校企合作
孵化科技成果

据新华社电 （记者胡喆） 记者近日从科技部
获悉，为贯彻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支持成渝地区以“一城多园”模式加快
建设西部科学城，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科技部等共同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支持
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的意见》，并于近日印发。

意见明确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的

主要目标包括：以西部 （成都） 科学城、重庆两
江协同创新区、西部 （重庆） 科学城、中国 （绵
阳） 科技城作为先行启动区，加快形成连片发展
态势和集聚发展效应，有力带动成渝地区全面发
展，形成定位清晰、优势互补、分工明确的协同
创新网络，逐步构建“核心带动、多点支撑、整
体协同”的发展态势。

到2025年，西部科学城建成若干国际领先的重
大创新平台和研究基地，集聚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在物质科学、核科学
等基础学科领域实现原创引领，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科教产城人”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到
2035年，西部科学城建成综合性科学中心，科技综合
实力迈入全国前列，集聚世界顶尖科学家群体，重点
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原创成果突破，主导产业迈入全
球价值链高端，营造全球一流创新生态，引领成渝地
区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成渝地区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