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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14
日，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座谈
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礼
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
信，传承好先人创造的精神财富，
推动中华文化血脉延续，把跨越时
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刘奇葆指出，汤显祖是我国
文艺史上的一座丰碑，和莎士比
亚一起被誉为同时代东西方两大
文学巨匠。他创作的 《牡丹亭》
等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是
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是高雅
的、也是大众的，是民族的、也
是世界的。回望历史、重温经
典，感知汤显祖作品的艺术魅力
和当代价值，解读其文化基因，
对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有着深刻的
启示和积极的借鉴作用。

刘奇葆强调，我们今天纪念
汤显祖，就要坚守文艺理想、坚
持文艺品位，秉持人民情怀、植
根生活沃土，使文艺创作获得旺
盛的生命力。要在尊重传统、遵
循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扬弃继
承、转化创新，赋予优秀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
式，实现中华文化现代化。要积
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把最具
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宣介出去，充
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让
世界了解一个文化的中国、多彩
的中国、博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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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二号计划执行哪些任务？
本报记者 冯 华 余建斌

天宫二号计划执行哪些任务天宫二号计划执行哪些任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冯 华华 余建斌余建斌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太空实验室

武平介绍，同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
载人飞行任务相比，此次天宫二号与神
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有着鲜明的自
身特点和亮点：

■ 最接近未来中国空间站轨道要
求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此前的载人飞
行和交会对接任务是在距地面 343 公里
的轨道高度展开。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
一号的交会对接、组合体运行和飞船返
回，都是在距地面 393 公里的轨道高度
开展。这与未来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基本
相同，飞行任务的轨道控制策略与测控
模式更加接近未来空间站要求。

■ 目前中国空间应用项目最多的
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天宫二号是我国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我们
将充分利用平台支持能力、太空微重力
和辐射环境资源、航天员较长时间驻留
参与试验，并可天地往返的优势条件，
开展涉及众多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和空
间应用，开展多项与人有关的航天医学
实验，还将开展面向空间站建造运营的
在轨维修技术验证。”武平表示，整个
任务安排的应用和技术试验项目共计40
多项，较天宫一号大幅增加。

■ 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
飞行任务。预计10月中旬发射的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将执行中国第 6 次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乘载神舟十一号飞船与
天宫二号对接后，计划在天宫二号驻留
30天，加上独立飞行 3天，总飞行时间从
神舟十号的 15天增加到 33天，将是我国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在谈到天宫二号承担的使命任务

时，武平介绍，与天宫一号不同，天宫
二号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
室，其主要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
展较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空间应用
试验以及航天医学实验；二是考核验证
航天员中期驻留、推进剂补加、在轨维
修等空间站建造运营关键技术。“可以
看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飞行任务
中的“主角”地位作用更加突出，这也
标 志 着 载 人 航 天 进 入 应 用 发 展 新 阶
段。”武平表示。

开展空间实验和应用
准备对接神舟十一号飞船

据介绍，为完成这些新的使命任
务，在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基础上，
天宫二号进行了相应改造，增添了新的
设备，实现了新的功能。一是装载了空
间科学研究与空间探测、对地观测及地
球科学研究和应用新技术试验等领域的
14项空间应用载荷以及航天医学实验设
备，将开展多项空间科学试验活动；二
是对推进分系统管路进行适应性改造，
增加配置压气机等设备，用于同货运飞

船配合完成推进剂补加技术验证；三是
对载人宜居环境进行了优化设计，改善
了就餐和睡眠环境，增加了锻炼设备和
娱乐设施，这些变化，可以使航天员30
天的天宫生活更加舒适、更加便利、更
加丰富多彩；四是搭建了由机、电、液
等部件组成的液体回路验证系统以及机
械臂操作试验终端等，开展在轨维修试
验，将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维修设计积累
经验。

按计划，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
后，将进入近地点200公里、远地点350公
里的初始轨道，之后天宫二号变轨进入
到高度约384公里的运行轨道。在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前约1个月的时间内，
天宫二号将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是
进行平台和应用载荷的在轨测试，二是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前，再次进行
状态和功能检查，确认是否满足载人交
会对接条件和驻留要求，并将调整轨道
至高度393公里的近圆对接轨道，做好与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的准备。

14个应用载荷包括世
界首台空间冷原子钟

据介绍，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装载

了空间冷原子钟等 14 个空间应用载荷，
这些应用项目大都代表着相关科学技术
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有望取得一批重
大应用成果，将有力促进我国空间科学
和应用技术发展，引领相关领域科技进
步，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

这些项目里有世界第一台空间冷原
子钟，有望实现 10的负 16次方秒量级的
超高精度，将目前人类在太空的时间计
量精度提高 1到 2个数量级，也就意味着
这个钟运行约 3000万年才会产生 1秒的
误差，这是该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

还有伽玛暴偏振探测仪，通过对伽
玛暴和太阳耀斑进行高灵敏度偏振观
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伽玛暴的本质，
进而开展宇宙结构、起源和演化方面的
研究，这台载荷将填补当前伽玛暴观测
中高灵敏度偏振测量手段的空白。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还装载了宽波
段成像光谱仪、三维成像微波高度计、紫
外临边成像光谱仪等新一代对地观测遥
感仪器和地球科学研究仪器，这些载荷
的应用，将会提高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
研究、大气污染和大气成分监测等领域
的技术水平，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据介绍，天宫二号上还安排了伽玛
暴偏振探测仪和失重心血管功能研究两
项国际合作项目。其中，伽玛暴偏振探
测仪，由我国和欧洲空间局的有关科研
机构联合研制，是世界上首台高灵敏度
测量伽玛暴偏振的专用设备，将为研究
伽玛暴提供重要手段。失重心血管功能
研究项目，由中法两国科学家合作开
展，将联合对航天员心血管功能的失重
效应及调控机制进行研究。

据新华社卢萨卡 9月 13日电 （记者彭立军） 13
日，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出席在赞
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伦古总统就职仪式。此前，伦
古总统在总统府会见了马飚。

马飚向伦古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诚挚祝贺和良好祝
愿，表示中方愿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
内斯堡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赞关系再上新台阶。

中秋月夜将遨游太空中秋月夜将遨游太空中秋月夜将遨游太空

9月14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武平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宣布，经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
定，定于 9 月 15 日 22 时 04 分发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14 日下
午，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 T2火箭已经开始加注推进剂。

针对公众广为关心的热点问题，武平做了详细深入的解读。

“自家手工做的冰皮月饼，吃
起来分外甜”。这两天的微信朋友
圈里，总能看到有人晒出自制的手
工月饼。中秋节又至，月饼作为每
家每户不可或缺的传统美食，再次
成为话题主角。而随着近年来中央
八项规定的严格落实，曾经的天价
豪华月饼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
的，是一些更具特色的、更能满足
不同口味需求的月饼。可以说，今
年的“月饼界”拼足了创意，亲手
制作、花样设计、提倡节俭，走起
了“小清新”的路线。

● 口味繁多自制火

蛋黄、莲蓉、豆沙、抹茶……
走进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大型超
市，最醒目的位置就摆着各种口味
的月饼。无论是广式、港式还是传
统的京味月饼，都能轻易买到。

“这牛肉干味的月饼，我就是头一
次买。”正在购物的王女士表示，
这两年月饼的口味确实越来越多，
每年她都会特意挑几个新款买回去
尝鲜。

更新潮的年轻人还喜欢尝试来
自国外的“洋月饼”：星巴克的咖啡
月饼、哈根达斯的冰淇淋月饼、一些
甜品店推出的榴莲月饼……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认为，外国
品牌将原有的产品和月饼进行嫁
接，既拓展了受众群，又体现出创
新，这种营销方法值得国内企业学
习。

虽然市场的月饼种类花样繁
多，但还是有人不满足。浙江杭州

市民齐萌，近来就成了朋友口中的
“月饼达人”，她自己制作的月饼，获
得了亲友们一致称赞。“原材料和模
具都是网上买的，按照教程做好馅
料和面皮，再放进烤箱，就成了，其
实简单得很。”虽然齐萌说得轻松，
但实际上每一盘月饼，都要花费她
大半天的功夫。不过，齐萌乐在其
中：“自己做的月饼可以低糖低油，
也没有防腐剂，更健康，给家里老人
孩子吃都放心。买来的月饼送给亲
戚朋友，人家倒未必爱吃。但是自己
亲手做的，送人就显得特别有心意
了。”

● 创意造型显文化

现今的特色月饼，不仅要拼口
味，也要拼造型。近日，四川广汉三
星堆博物馆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
三星堆青铜面具造型的月饼。青铜
面具是该博物馆最负盛名的文物之
一。月饼一亮相，就让众多网友大呼
新奇。网友“和平9号”说，吃这样的
月饼，可能会“一口一个出土文物的
感觉”。网友“桑德拉”则表示想要这
款月饼模具，在家做来吃。

据了解，这款文物月饼的设计
出自三星堆博物馆微博管理员朱丹
丹之手。平日里她就喜爱烘焙，自己
曾一时兴起在家做过青铜面具饼
干。今年中秋节前，她又有了用青铜
面具造型做月饼的想法。三星堆博
物馆也将其作为一项特色文创产品
推出，与当地糕点厂合作，订制了
3000 个限量面具月饼，并将其中
200个通过微博、微信赠送给网友。

同样因造型设计火了的月饼，
还有各大高校的“校徽月饼”。中

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杨颖就
专程买了一盒印有学校标志的

月饼与好友们分享。她认为印有校
徽的月饼很有趣，而且“吃起来感
觉分外温馨，在学校过节好像也更
有归属感了”。她还特意拍了校徽
月饼的照片，发在朋友圈，并写道

“正牌人大月饼，珍贵得舍不得吃
了”。天津大学推出的月饼则强调

“少糖健康”，据称在学校里 10 天
卖掉7万块。上海中医药大学则更
是发挥了专业优势，用药食做成

“养生月饼”，受到热捧。

● 节俭之风受欢迎

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实行 4 年，
同前几年一样，中秋节前中纪委再
次发布通知，要求“两节”之前各
部门要不断增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行动自觉，同时也公布了举
报网址，受理“四风”举报。

节俭过节的风气，也直接反映
在月饼市场上。据去年中秋节后公

布的 《中国月饼品牌口碑研究报
告》显示，过度包装的高价月饼已
经受到冷落。

本报记者在超市中发现，今年
的月饼大多走的仍是亲民平价路
线。各品牌礼盒装的月饼，价格都在
百元左右。据超市营业员张女士介
绍，今年的月饼单价基本与去年持
平。礼盒装的月饼也不再一味追求
包装豪华，而是更突出设计感，比如
有的品牌在礼盒中附赠了贺卡，有
的则设计了可爱的月兔形象，令人
耳目一新。

在中国各地，“节俭过中秋”
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月饼正回归节
日美食最初的意义。在天津，兆丰
路社区就邀请了专业面点师教居民
如何手工制作简单、健康的月饼。
作为中秋佳节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小清新”风格的月饼，着实体现
出了整个社会日益风清气正的氛
围。

流行“小清新”
本报记者 李 贞

9 月 14 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北京丰台区的小学生们在中国
园林博物馆了解传统月饼的制作工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9 月 14 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北京丰台区的小学生们在中国
园林博物馆了解传统月饼的制作工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习主席特使
出席赞总统就职仪式
习主席特使
出席赞总统就职仪式

近日，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1650——文明的回响》纪念展在敦煌莫高窟老
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作为“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之
一，向大众免费开放。展览主题分为“众生营造”“庄严净土”“东西融贯”“万象人
间”和“砥砺新生”5个部分，对敦煌莫高窟1650年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溯与整
理。图为游客欣赏纪念展上展出的故事画。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1650——文明的回响》亮相敦煌

9月14日，代号为“云岭利剑—2016”的中 （国） 老 （挝） 首次联合反恐
演练在云南西双版纳正式开始。图为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中老举行联合反恐演练

中国—东盟博览会闭幕
本报南宁9月14日电（记者刘华新、庞革平、杨

晔、张慧中、王云娜） 第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
届东博会框架下共举办34个高层论坛，其中会期举行
26个，为历届最多。

天宫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