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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蒋建科） 在首
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两大航天集团
公司所属研究院所连续举办多场活动，帮助青
少年放飞航天梦想，让全社会感受航天力量。

我国最年轻的航天研究院成立

4月24日，我国最年轻的航天研究院——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十二院成立。该院是 2016
年 3月 4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
在原航天707所、710所等单位基础上成立的。十
二院是中国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发源地，将以
全新的姿态肩负起建设钱学森智库，支撑航天、
服务国家，实现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三大重任。

航天大型系列宣讲活动开幕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与北
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

的“航天梦·中国梦”——2016“红色骄傲”中
国航天大型系列宣讲活动，4 月 21 日在国家博
物馆拉开帷幕，航天一院党委书记郝照平以

“长征火箭铸就飞天梦想，航天强国助力中国圆
梦”为主题，作了精彩演讲。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是中国
航天事业发祥地、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摇
篮，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
研制生产基地，在构筑国家战略安全屏障，维
护大国地位，促进世界和平与祖国统一发展方
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生走进17所感受航天魅力

4 月 21 日下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 17
所举办了“放飞青春梦想 共创航天伟业”主题
参观交流活动，邀请北大、北航、北理工等高
校近30名优秀青年学子，现场感受航天魅力。

在讲解人员带领下，青年学子们认真参观
了展厅、重点实验室，观看了 17 所科技创新成

就、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成果、青年人才发展成
果。参观结束后，所领导、所内青年代表与来访
的学子们进行了交流座谈。重点实验室总体室
张如飞等分别讲述了投身航天事业的经历、对
航天事业大发展的认识、对优秀航天企业文化
的认识以及对青年人干事创业的深刻感受。

放飞“梦想中的未来飞行器”

4 月 24 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三部联
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蓝天丰苑打工子弟
小学，举办“梦想中的未来飞行器”——“启
航杯”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大赛活动。

在北航“冯如创意中心”，30 多名北航大
学生与来自航天科工三院的领导、工程师展开
座谈，大学生们纷纷就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话题
向领导与工程师们提问。在另一间教室，航天
科工三院三部的航天工程师们从航天器的由来
和飞行器设计基础知识入手，给小学生们讲了
一堂生动的航天知识讲座。

中国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举办系列活动

放飞航天梦想 感受航天力量

庆祝首个“中国航天日”

本报北京 4 月 24 日电
（余建斌、朱龚星） 记者24日
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获悉：从 1968 年 4 月 1 日成
立，到2003年10月15日神舟
五号载人飞船把航天英雄杨
利伟送入浩瀚太空，再到当
前全力备战神舟十一号载人
飞 行 任 务 ， 中 国 航 天 员 科
研 训 练 中 心 已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继 俄 罗 斯 加 加 林 中 心 、
美 国 约 翰 逊 中 心 之 后 的 世
界 第 三 大 航 天 员 中 心 ， 研
制 了 以 “ 飞 天 ” 舱 外 服 为
代 表的高质量飞行产品，圆
满完成了包括5次载人飞行任
务在内的 10 次神舟任务，建
立了4个国家级、总部级重点
实验室。

24 日，为庆祝首个中国
航天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 中 心 举 办 一 系 列 庆 祝 活
动，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戚发轫院士和英雄航天员景
海鹏分别作了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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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进 入 太 空 第 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副主任杨利伟：

太空游客既要有身体
的准备，也要有太空知识
的准备。

随 着 航 天 技 术 的 发
展，未来太空之行的体验
也会不断改善。例如，未
来发射时的速度可能变得
更平缓，将身体承受的负
荷降到最小，让普通人也
能适应。

中国第一位女航
天员刘洋：

身体方面，太空
游客最起码能承受住
发射和返回时对身体
的负荷。特别要确保
心脏、心血管机能都
能适应太空这种失重
的环境。

到了太空，吃喝
拉撒睡都是一门技术
活，跟地面完全不同，
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中 国 首 位
“太空教师”王亚
平：

如 果 将 来 人
们想要进行太空
旅游，无论是生
理上还是心理上
都要做好全面的
准备，即便是航
天员上太空，都
要 经 过 严 格 训
练，通过严格考
核。

神 九 航
天员刘旺：

随 着 载
人 航 天 技 术
的 发 展 ，科 学
研 究 将 成 为
未 来 人 们 进
入 太 空 的 主
要任务。

太空旅游
越来越有可能
成为普通人可
以实现的梦想。

近年来，河北省积极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化解过
剩产能，在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同
时，力图改善长久以来困扰河北的污
染问题。日前，记者跟随中外记者采
访团走进河北邯郸，了解当地节能减
排、转型升级的做法和成效。

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

乘汽车驶入邯郸市区，记者看
到，邯郸的道路上行驶的大部分公交
车车身上都写着“纯电动大巴”字
样。据了解，从去年5月开始，邯郸陆
续添置了200台纯电动公交车。为保证
充电需求，又筹建了充电站。当地人
告诉记者，此举效果不错，蓝天多了
不少。

一直以来，由于钢铁、煤炭、建
材等大量重工业企业的存在，河北成
为污染重灾区，而邯郸又是河北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据报道，从 2013
年到 2015 年，邯郸都曾因为重污染或
空气质量差而高居全国城市污染排行
榜前列。邯郸的三大污染源之一就是
汽车尾气，引入纯电动公交车，显然
是为了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污染。

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邯郸
已经在着手培育新兴产业，其中包括
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邯郸市
副市长曹子玉介绍了银隆新能源汽车
项目，“项目投资22亿元，已经形成了
年产纯电动客车、SUV乘用车3.3万辆
的生产能力，同时与北京、石家庄、
沈阳、包头等城市签订了超过200亿元
的1.1万余辆电动客车合同，生产订单
已经排到了2017年。”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必然会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我们将重点发展动力
电池基础材料、动力电池、储能设备、新能源汽车
及零部件生产，全面建成支撑邯郸发展的主导产
业。”曹子玉说。

化解重工业过剩产能

邯郸的另一个污染源是钢铁、焦化、水泥、电
力、建材等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烟气、粉尘等。
这是邯郸乃至河北治污过程中的痛点，也是其调结
构转方式时需要重拳出击的领域。

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宋立民表示，在化解过剩
产能上，将组织开展化解钢铁、水泥过剩产能集中
行动，率先提高高炉、转炉淘汰标准，严格执行能
耗限额、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和差别电价、水价政
策，倒逼过剩产能退出。

邯郸涉县的金隅水泥公司紧跟时代步伐，在节
能减排上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据金隅水泥公司总经

理张占民介绍，公司先后投入了 1000
多万元对各类排风机进行变频节能改
造，年节电量约 667 万千瓦时；对窑尾
进行密封改造，避免余热外排，年节约
标煤近 2000 吨；进行长堆直通改造，
缩短工艺流程，年节电约 51 万千瓦时。
现在，公司的产品能耗逐年降低，去年吨
熟料和吨水泥单位产品能耗较 2011 年
分别降低了标煤3000克和8000克。

金隅水泥公司总工程师张建卫告诉
记者，“经过设备和项目改造，公司年减
排氮氧化物近1000吨、粉尘约160吨；纯
低温余热发电项目减少了大气污染排
放，年发电约600万千瓦时，相当于每
年为公司节省 1000 多万元；我们还对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将处理后的污水用
于厂区绿化喷灌，年节水近10万吨。”

转型创新提升竞争力

当然，对重工业企业而言，在其转
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节能减排是本
分，但实现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才是最
终目的。

河钢集团下属的邯钢就坐落于邯
郸。曾经，邯钢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经营转
向集约经营上，创造了闻名全国的“邯
钢经验”。今天，在转型升级上，邯钢
同样义不容辞。

据邯钢邯宝冷轧厂厂长李耀强介
绍，“邯钢的产品目前涵盖了汽车、家
电、建筑、造船、航天、机械、石化等
众多领域，形成了涵盖中厚板、热卷
板、型棒线材、深加工4个系列生产线
的12类特色精品。”今天，邯钢的产品
结构正在向深加工精品转变。

北京大学邯郸创新研究院挂牌成
立、邯郸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159

家、“十二五”期间邯郸荣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95
项……这些成果，都见证并推动着邯郸朝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的目标一步步迈进。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杨鸥） 由新华网和《中华辞赋》社联合主
办的中国百家山水诗赋文化工程启动仪式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华辞赋》社社长何建明，人民日报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
辑王树成，《中华辞赋》总编辑闵凡路等出席启动仪式。

王树成在致辞中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联系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心灵血脉。旅游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无形桥梁。诗词歌
赋能够传输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正能量。这项工程将文化、旅游、诗
词歌赋融为一体，对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包括文化自信
有重要意义。

中国百家山水诗赋文化工程启动

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演出举行

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在北京上演话剧《理查三世》，纪念莎士比
亚逝世400周年。同时话剧院还举办了“莎士比亚在中国”主题展览、艺术
丛书的首部 《合璧——〈理查三世〉 的中国意象》 发布会等相关纪念活
动。图为演员在表演《理查三世》。 新华社记者 覃海石摄

本报北京 4 月 23 日电
（记者陈劲松） 清华大学无障
碍发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学
术报告会23日在清华大学举
行。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发来
贺信，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
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
卫、副校长薛其坤等出席本
次活动。

吕世明代表中国残联致
辞。他说，作为具有深厚文
化底蕴、领教育科研风气之
先的百年名校，清华大学与
中国残联合作，在国内率先
成立校级综合性的无障碍发
展研究院，充分体现了清华
大学的历史担当、社会责
任。相信无障碍发展研究院

一定能充分发挥独特优势，
占领理论制高点、填补领域
空白点，加强无障碍环境建
设基础理论研究、实际应用
研究和各类人才培养，切实
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智力
和人才支持。

中国残联将对研究院开
展无障碍理论研究、培育无
障碍人才、制定无障碍行业
标规、促进无障碍信息交
流 、 实 施 辅 助 器 具 研 发 、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推动
政策项目实施等给予配合
与支持。

清华大学、中国银行业
协会、中国民航科技研究院
等单位的代表作了学术报告。

清华无障碍发展研究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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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问海——‘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在南京博物院开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华光礁1号”是我国考古工作
者在西沙群岛的远海地区发现的第一艘古船。该船是一艘南宋商船，800多年前在航行到西沙华光礁时不幸触礁沉没。2007
年，考古人员对该沉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水了上万件珍贵文物。

图为观众在观看从沉船上打捞出来的宋代文物。 苏 阳摄 （新华社发）

““华光礁华光礁11号号””沉船文物沉船文物亮相亮相南京南京

（据新华社4月24日电）（据新华社4月24日电）

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4月 23日圆满闭幕。该电影节
电影市场签约金额 163.31 亿元，比去年增加 18%，创历史
新高。图为《我的圣途》剧组亮相闭幕红毯。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第六届北京电影节闭幕

据新华社荷兰哈勒姆4月22日
电（记者刘芳） 第二届“中国荷兰
文化传媒论坛”22日在北荷兰省哈
勒姆市举行。中荷两国文化遗产专
家就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实现其
当代价值交流经验与心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张之
平介绍了世界屋脊上的文化遗产
——西藏布达拉宫的整体抢救与保
护维修工程。她说，在实施工程过
程中，文物保护部门始终以尊重历
史、宗教和艺术为原则，将调查研
究和科学试验相结合，采用西藏地
区传统工艺和技术、材料，慎重实
施文化遗产建筑保护工程，努力维
护历史文物的真实性。

来自清华大学下属的北京清城
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的贺艳，以圆
明园数字复原项目为例，介绍了用
三维制作、虚拟实境等技术制作数
字文化遗产的产品开发过程。河南
省文化厅官员介绍了河南文化遗产
保护的几个亮点。福州市代表介绍
了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保
护和利用。

曾在浙江大学举办参与式博物馆
工作坊的阿姆斯特丹艺术大学教授里
默尔·克诺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在文化
遗产保护方面的不同思路。荷兰国家
文化遗产修复中心主任鲍德韦因·德
邦特介绍了荷兰对古城堡等历史建筑
的个性化修复和活化利用案例。

中荷专家切磋文化遗产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