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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陕西省人民政
府举办的 2017 年“中国航天日”主场
活动，在西北工业大学正式开幕。今年

“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航天创造美
好生活”，旨在聚焦航天应用，展示航
天技术造福民生、惠及百姓、创造美好
生活的生动实践，普及航天知识，培植
创新文化，激发探索热情，推动航天事
业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
祉作出更大贡献。

陕西省省长胡和平表示，“中国航
天日”主场活动在陕西举办，是对陕西
航天的充分肯定。陕西省拥有雄厚的
航天产业基础，是国家重要的航天科
研生产基地，被称为中国航天动力之
乡和北斗创新发源地，在运载动力、卫

星有效载荷以及地面应用设备、测控
导航、卫星通信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
我们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陕西军工、科教、产业、人才
等优势，共同推动军民融合创新、央地
融合创新、部省融合创新，为发展航天
事业，建设航天强国，实现航天梦、中
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防科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张克俭表示，“中国航天日”是全社会
的航天盛宴，也是我国由航天大国向
航天强国迈进的加油站。“十三五”及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航天将以“发展航
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为战略目标和
方向指引，充分发挥“中国航天日”平
台的作用，全力推进航天创新驱动、军
民融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航

天事业发展的战略基点，更加注重原
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统筹科学
部署各类航天活动，推动空间科学、空
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不断拓展
空间信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大力加
强航天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在平等互
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
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为服务国家发
展大局和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航天员张晓光、“时代楷模”徐立
平作为航天代表在主场活动开幕上发
言，讲述了他们与航天的故事，表达了
对我国航天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愿
望。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航天日”
授旗、西北工业大学学生代表向国家
航天局赠送《航天梦》卷轴、国家航天
局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授牌、陕西省空
天动力研究院揭牌等活动。

4 月 22 日至 25 日，第二个“中国
航天日”的主场活动包括展览、论坛、
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
式，内容丰富，精彩纷呈。“中国航天
日”科普展集中展现了航天事业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惠及百姓生活和带
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来自国内外
的航天官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齐聚
古城，在“航天会客厅”访谈、高分遥感
应用大会、军民融合发展论坛等活动
中，围绕“航天创造美好生活”主题建
言献策，畅谈航天事业未来发展。西北
工业大学此次精心策划了航天科普知
识竞赛、“星天其志强国梦”优秀剧目
展演、《一个甲子的坚守》陈士橹院士
事迹巡回报告等活动，展现航天文化，
弘扬航天精神。

2017 年“中国航天日”得了国际
社会的大力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代表，埃及、印度、
智利、泰国、南非、阿尔及利亚等多个
国家驻华使节代表以及来自俄罗斯、
德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
美国、乌克兰、巴基斯坦等国的有关高
校领导和专家学者，汇聚古都西安，为
第二个“中国航天日”加油点赞。

据悉，除主场活动外，全国 31 个
省区市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
都分别举办了科学讲堂、航天展览等
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一大批航天展
馆、设施、实验室、车间等集中向社会
公众和大中小学生开放。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
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2016年3
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将每
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商洛市委书记陈俊说，追赶超越
是陕西全省最鲜明的发展主题和大
局，面对这一历史重任，商洛确立了
坚持追赶超越、绿色发展的主线，走
产业绿色化、城镇景区化、田园景观
化的发展路径，全力打好精准脱贫、
现代工业、特色农业、全域旅游、新型
城镇化的五大攻坚战。

商洛是秦巴山区脱贫主战场之
一，全市七区县均为国家贫困县，共
有建档立卡贫困村701个，贫困人口
16.12万户、49.03万人。2016年，全市
共有20.41万人实现脱贫，163个贫困
村退出贫困行列。商洛市的脱贫目标
是：2018年，商南、柞水2个县脱贫摘

帽；2019年，商州区、洛南县、丹凤县、
山阳县、镇安县5个区县脱贫摘帽，现
有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与全国全
省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随着西武、西渝高铁的建设开
通，商洛将进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
西安半小时经济圈，交通区位优势将
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陈俊介
绍，商洛下一步将坚持创新驱动、绿
色循环不动摇，壮大八大支柱产业，
实施八大行动计划，加快追赶步伐，

强化超越意识，壮大工业总量，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发展水平。

商洛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
的山地农业市。近年来，商洛立足好
山好水好空气的生态优势，率先在陕
西省建设秦岭生态农业示范市，特色
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核桃、中药材和
香菇产量居陕西省第一，板畜禽标准
规模养殖走在陕西省前列，农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领跑全国，被农业部认定
为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商洛位于秦岭腹地，森林覆盖率
高达 67%，文化底蕴厚重，曾是夏禹
治水、仓颉造字、商鞅封邑的地方，当
代著名作家贾平凹就出生在丹江河
畔的棣花镇。2016年，全市共接待游
客 373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99.55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8%。

下一步，商洛将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
富、交通区位优越的优势，以建设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和旅游度假区为
抓手，着力发展品质旅游、全域旅游、
活力旅游、智慧旅游、品牌旅游，进一
步擦亮“秦岭最美是商洛”的品牌。

本报电（苏琳杰、王维）日前，秦岭
洞天福地特色小镇的柞水古道岭玻璃
天桥全线贯通（上图）。天桥横亘于奇
峰绝壁之侧，总长120米，宽2米，与谷
底落差 160 米，是目前陕西首座双向
悬空玻璃天桥，预计7月对外开放，届
时游客可体验万丈深渊凌空过的“心
跳之旅”。玻璃天桥采用了3层钢化玻
璃，2层夹胶，设计每个平方米的载荷
达500公斤，即每平方米可容纳5个成

年人同时通过。
据了解，古道岭曾经是我国古代

区域经济流通、商业发展、文化传播的
重要通道，也是古代传递官方文件的
驿路，具有较高的文化旅游价值。古道
岭景区的开发建设，是将现存典型的
古道文化遗址遗迹加以保护，同时规
划建设民俗风情街、采摘体验园、休闲
娱乐等设施，并设计增加玻璃栈桥、高
空滑索、时光隧道、高端名宿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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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西北工业大学和中国
宇航学会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
航天创新联盟”。

来自国内外40余所知名高校、研
究院所、企业加入联盟并出席成立大
会，签署“成立宣言”。国家国防科工
局、国家外专局、陕西省教育厅、中国
宇航学会等单位的嘉宾以及学校师生
代表200多人共同见证联盟成立。

该联盟是国际航天领域的高校、
科研机构、学术组织在自愿基础上结
成的非营利性组织，秘书处设在西北
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校长汪劲松表示，
联盟旨在推动国际航天领域的高校、

科研机构、学术组织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共享“一带一路”契机，共融“一带
一路”格局，协同推进联盟各单位在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产学研用等方面深
入合作。他说，学校倡议发起成立“一
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是推动开放办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将密切与联
盟单位的联系，协同配合，抢抓战略机
遇，集聚优势资源，共同推进联盟单位
所在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据悉，联盟本着“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共享发展”的精神，旨在搭建航
天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联
盟成员间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学
研结合等方面深入合作。

““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亮相古城主场活动亮相古城西安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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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生态旅游节点亮魅力商洛

本报电（苏琳杰、杨旭景、董建莉）
近日，“2017中国秦岭生态旅游节”在
商洛市金丝峡景区盛大开幕（上图）。
本届生态旅游节由陕西省旅游局、商
洛市政府主办，商洛市旅游局、商南县
政府承办，旅游节秉承“全域旅游+旅
游节+互联网”理念，以“千万人游商
洛”“十大品牌营销活动”为载体，助推
商洛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开幕式上发布的 2017 中国秦岭
生态旅游节“十大品牌活动”贯穿全
年，2 月的柞水九天山冰雪节、3 月的
丹凤竹林关桃花节、4 月的商南采茶
季、5 月的镇安平安祈福节和柞水牛
背梁杜鹃花节、6 月的洛南田园音乐
节、7 月的山阳漫川戏剧节、8 月的丹
凤棣花古镇赏荷季、9 月的商州蟒岭

绿道骑行节、10 月的商洛金秋红叶
节，可谓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

商洛今年出台了一系列旅游惠民
政策，包括11家精品景区全年免费开
放。木王山、漫川古镇、棣花古镇等 3
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凤凰古镇、金台
山、禹平川、后湾、鹿城公园、桃花谷、
云盖寺、童话磨石沟等8家3A景区以
及所有美丽乡村全年免费开放。

商洛近年来旅游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商南金丝峡成功创建为陕南唯一
的5A级景区，牛背梁、天竺山、塔云山
等一批精品景区相继建成；漫川、棣花、
凤凰等特色小镇独具魅力；朱家湾、前
店子、竹林关等16个美丽乡村如山花
烂漫。在这里，春可踏青赏花，夏可避暑
休闲，秋可观赏红叶，冬可溜冰滑雪。

柞水建成双向悬空玻璃天桥

陕西三市发力“追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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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航天创新联盟成立
田立阳

近日，陕西省委宣传部、省外宣办、省政府新闻办举办了3场“迎接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 奋力‘追赶超越’”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分别邀请铜川市委书记郭大

为，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商洛市委书记陈俊介绍了3地实现追赶超越的

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成效。

铜川市委书记郭大为介绍，转型
走在全国67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前
列，是铜川市的追赶超越目标。系统
转型实施以来，铜川已有了实质性进
展。在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节
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绩效
考核中，铜川均获优秀格次。产业转
型是铜川转型的核心，铜川市一手抓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一手抓接续产业
发展壮大，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被
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铜川
被命名为“中国循环经济十佳绿色发
展城市”，非煤产业占比88%，三产占
GDP比重40.4%，产业步入多元化。

城市转型是关键。铜川市森林覆
盖率 46.5%，今年计划造林 12 万亩，
累计野化放飞朱鹮62只，繁育出“铜

川籍”朱鹮30只。坚持产城融合推进
新型城镇化，照金、董家河、黄堡、陈
炉、彭镇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镇，照金
还被评为中国特色小镇，全市城镇化
率 64.2%，成功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

体制机制转型是保障。中省取消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部按层级落实
到 位 ，市 级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精 简 率
44.7%，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明显，非公
经济占比提高到 51.6%。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稳步推进，关停了21家煤矿，
去产能1058万吨，处置“僵尸企业”3
家。建成了市县乡村四级便民服务网
络。出台了《贯彻落实“三项机制”助
推追赶超越配套细则》，全市形成了

“个人埋头干事、业绩群众公认、进步
组织关心”的浓厚氛围。

延安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占海表
示，延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倒
逼产业转型，重点在“有中生新”、“无
中生有”上做文章。延安综合能源基
地发展规划列入国家盘子，谋划重大
能源化工项目 42 个、总投资约 4000
亿元，实施了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
用、洛川轻烃裂解综合利用、大唐热
电联产、航空煤油、华为云计算数据
中心、彩虹光伏玻璃等一批重大产业
转型项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非油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石油工业
增加值增速12.2个百分点。

同时，加快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启动建设100个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和8个农产品加工园区，扩大特

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规模，特色农产品
品牌达到120多个，“一村一品、一乡
一业”蓬勃发展。成功举办首届世界
苹果大会，苹果面积、产量居全国地
级市之首。成功举办第十一届中国艺
术节开幕式，来延游客达 4025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228亿元。

延安加快建设“三纵两横”高速
公路网，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800
公里。延安新机场、蒙华铁路、吴定高
速等项目加快推进，开通至西安、宝
鸡动车，西安至延安高铁开工建设，

开通至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航线。陕
北至关中和陕北至武汉电力外送通
道加快推进。市区、县城和一批重点
镇实现气化，通信、广电网络覆盖所
有乡镇，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累计实施退耕还林1077.5万亩，植被
覆盖率提高到 67.7%，荣获国家森林
城市称号。完成治沟造地 36.7 万亩。
延河综合治理城区段初见成效。城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居全省前列，

“圣地蓝”成为一张靓丽名片。延安被

列为首批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市
和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

薛占海表示，延安目前制定了改
革方案105个，完成改革任务419项。
精简下放审批事项200余项，政府权
力和责任“两张清单”改革走在陕西
省前列。延安将一切工作的价值追求
落脚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
福祉上。延安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统揽农村工作全局，累计投入各类扶
贫资金49.7亿元，19.5万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538个贫困村退出，7个县区
整体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13.3% 下 降 到 0.76% ，贫 困 人 口 从
20.52 万人下降到 2016 年的 1.02 万
人，贫困村由830个减少到292个。

铜川：资源城市谋转型

延安：革命老区新跨越

商洛：打好“五大攻坚战”

航天科技展览吸引众多观众航天科技展览吸引众多观众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幕式现场““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开幕式现场主场活动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