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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基：全球布点 协同指挥

向嫦娥四号发出太空“刹车”指令的是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它是中国探月工程的大脑中枢，
既是指挥调度中心、飞行控制中心，又是数据处理
中心和信息交换中心。自“嫦娥”随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冲天而起、直上九霄那一刻开始，这个位于
北京西郊一隅之地的机构就成为运筹帷幄之间、决
胜数万数十万公里之外的“超级明星”。关注此次月
面探测的世界各国民众纷纷把目光投向这里，屏气
凝神倾听从这里发布的各种相关信息。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成立于 1996 年，既是中
国航天实现大发展的一大标志性成就，又是推动中国
航天不断迈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强大动力。22年来，该
中心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航天系列重大任务，特别是举
世瞩目的探月工程实施过程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
心以堪称惊艳的飞行控制表现，保障了嫦娥一号、二
号、三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护航嫦娥四号成功实现
轨道修正和近月制动“刹车”，转入绕月轨道飞行。

在距离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1000多公里外的
秦岭深处，有一个名为“桥南”的小镇，这里是中国航
天测控事业的发源地。1968年1月，中国航天人在这
里开始创建航天测控基地，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
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日渐成型。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仅用不到1年，湘西、海南、南宁、昆明、喀什、胶东
6个地面观测站就全面建成，形成了中国最初的卫星
测控网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设两年后，就以成功
支撑“东方红一号”任务实施而名震全球。1984 年 4
月，“东方红二号”成功发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下
辖各测控站连续奋战8昼夜，将该卫星定点成功。

在半个世纪发展历程中，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圆
满完成了 300 多次重大科研和试验任务，在中国航
天事业发展历史上，特别是在载人航天工程系列任
务实施和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建设过程中，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与此同时，中国航天测控站建设不断取得
突破，不仅大幅拓展在国内的布点，而且在巴基斯坦、
肯尼亚、纳米比亚、智利、瑞典等国成功落地。

海基：多船联动 移动跟踪

嫦娥四号发射10多分钟后，信号被在某海域的
远望三号测量船顺利捕捉并进行跟踪遥测。约 4 分
钟后，在距离其1100多海里外的远望七号测量船接
过测控“接力棒”，继续进行跟踪遥测，准确计算相
关数据并向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送飞行入轨结
果。至此，入轨段火箭飞行姿态及相关数据和嫦娥
四号相关数据测控任务圆满完成。

人们从新闻中可以发现，远望号测量船在大洋上

进行海基测控，是中国实施航天任务特别是诸如载人
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等重大航天任务的标配。的确，
鉴于地球超过七成面积被大洋覆盖，海基测控是实现
全天候、不间断数据计算与跟踪测量控制的必要前
提。为此，中国打造了一支可靠过硬的远望号舰队。
这支舰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中国第一代综合性航天远洋测控船，远望
一号于1978年交付使用，是中国航天远洋测控事业
的先驱，主要担负卫星、飞船和火箭飞行器全程飞
行试验测量和控制任务。1980 年 5 月，该船赴南太
平洋执行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任务，快
速、准确捕获目标并成功打捞出数据舱。1984 年，
该船对中国第一颗同步通讯卫星全程进行跟踪测
量。之后，该船完成或者参与完成了亚洲一号卫
星、多艘神舟飞船等测控任务。截止2010年光荣退
役，远望一号共圆满完成远程运载火箭、气象卫
星、载人飞船等57次国家级重大科研试验任务，赢
得“海上科学城”美誉。

2016年7月12日，中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
望七号正式入列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其满载排水
量近3万吨，可抗12级台风，自给力100天，能在太平
洋、印度洋、大西洋南北纬 60 度以内的海域执行任
务。它的入列，标志着中国航天远洋测控事业发展迎
来新机遇，航天远洋测控能力实现了新跨越。远望七
号入列仅12天之后就投入首次实战，远征太平洋，执
行中国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首发星天通一号01星海上
测控任务。25天后，首战告捷荣归。至此，中国自主
建成了一支适应自身航天发展的海上移动测控力量。

天基：居高临下 中继接力

嫦娥四号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其软着陆和探测的区域为人类探测器从来也
没有达到过的月球背面。创造探月历史也意味着空

前的难度，而实现地月超远距离测控当属其中之
最。为此，中国在今年 5 月发射了先导中继卫星鹊
桥并使其停靠在地月引力平衡点即拉格朗日L2点附
近，进入环绕L2点的使命轨道，为即将到来的嫦娥
四号月背软着陆和探测架设太空通讯链路。

“鹊桥”号是中国首颗，也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
拉格朗日L2点的通信卫星，作为数据中转站，它能实
时把在月球背面着陆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发出的数据
第一时间传回地球，具有重大的科学与工程意义，也
是人类探索宇宙深空的一次有力尝试。实际上，以航
天器在地月拉格朗日L2点实现对地月中继通信就是
嫦娥四号的科学任务之一。由此可见，成功搭建“鹊
桥”既是嫦娥四号得以完成科学任务的必要前提条
件，又是嫦娥四号整体科学任务要实现的一大目标。
随着嫦娥四号任务的实施进展，“鹊桥”搭建的通信链
路即将投入实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其精彩的表现。

如果说“鹊桥”是一类特殊的中继卫星，为嫦
娥四号量身定制，那么中国天链卫星系统则是进行
航天测控的通用航天基础设施。中继卫星被称为

“卫星的卫星”，是一种特殊的通信卫星，相当于把
地面测控站升高到地球静止卫星的轨道高度，在天
上“居高临下”观测近地空间内运行的航天器，由
于其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上运行，既能直视中、低
轨道航天器，又能直视地面站，是沟通航天器与地
面站的理想桥梁，高高在上的天基运行使其比地基
航天测控站和海基测控船优势大增。

自2008年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首发星升空到
2016年底，中国实现了天链一号4星全球组网。在其
后实施的神舟十一号飞船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飞
行等任务中，得益于天链一号中继卫星系统，实现了
中国载人航天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航天员与地面完成

“天地通话”，首次实现“天地双向视频通话”，首次实
现航天员与地面同步收看电视直播并且画面、语音
清晰流畅。

12 月 22 日至 23 日，2019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即将开考。今年的考研有哪些新特点，考生
们又做了怎样的准备？就此，本报进行了采访。

报考人数增加

根据公布的数据，今年，河北、湖北、辽宁、
四川等省份的考研报名人数均突破10万，河南突破
23 万。截至 10 月 31 日网上报名结束时，全国考研
报名总人数共计285万人，创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女生考研的人数占报名总人数的60%
以上。除应届生以外，往届生的报考人数也在增加。

报考人数的增长，反映了更多的本科生愿意继
续深造、提高学历，这也是就业环境的要求。准备
参加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王小平说：“现在
社会对学历的要求普遍有提高。有些岗位特别注明
要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考研不仅是为了继续学
习，也是给未来的就业增加砝码。”

报考类型多样

在报考类型上，专业型硕士受青睐。北京林业
大学研究生院的官网显示，今年报考的考生中有
2432 名报考学术型硕士，4192 名报考专业型硕士，
后者的报名人数比前者多了近一倍。陕西科技大学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报考的学术型硕士的考生占总
人数的 45%，专业型硕士考生占总人数的 55%，专
业型硕士报名人数占绝大多数。

“专业型硕士的招生人数更多，相比学术型硕
士，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毕业。”今年报考了专业
型硕士的李雯说，社会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量增
大，所以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报考专业型硕士。

从2017年开始设立的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也是
很多考生的选择。非全日制学历的毕业证效力等同
于全日制，这也使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报考成为近几
年的热门。“非全日制的授课方式，既可以获得学历，
又不耽误自己的日常工作，可谓是一举两得。”已经
参加工作的考生李丽说。

考生全力以赴

“‘考研党’寒冬里5点起床占座，每天只睡4个小时，一本书要
背 8 遍”“考研压力大到哭”“考研女生室外背书，冷到结冰”……近
来，各种关于考研的新闻，折射着学子们为梦想奋斗的拼搏精神。

“习惯了一个人去图书馆自习，习惯了一个人去空空荡荡的食堂吃
饭，习惯了忍受考研过程中的寂寞。”夜里22时仍在楼道里背书的王可
说，虽然考研过程很艰苦，但是一想到自己离心仪的学校又近了一
步，心里就充满了力量，干劲儿十足。

考试不仅是知识的较量，更是身体素质、抗压能力、意志力等多
方面的比拼。已经研究生二年级的张丹给学弟学妹们的建议是：“心态
特别重要。在最后的阶段，希望考研的同学可以稳住自己，坚定目
标，不轻言放弃！”

学校加油助力

在考生努力复习的同时，学校也在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临近考研，考生们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焦虑情绪。“我最近老是失

眠，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考研”“最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单词总是记
了就忘”“每天早出晚归的，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也不少，怎么感觉没有
记住多少呢？”针对这些问题，各大高校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来积极应
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在校内网站上推送经验贴，给考生加油打
气；河北师范大学开设了专门的考研自习室，使考生安心复习；山东
大学请考研成功的同学，为大家线上答疑；厦门大学官方微博推送考
研英语热词，帮助考生总结整理。

考研机构的专家名师也在最后时刻为考生送上冲刺的“宝典”。考
研教育网政治科目教师肖秀荣说：“希望同学们力争作最好的自己，给
2018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文都教育机构
考研英语首席主讲教师何凯文说：“考研的最后时间，也是最为关键的
一段，它不仅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还会带给考研学生人生中最为宝
贵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就是‘成长’。”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航天篇

星舞九天“一线牵”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人类对
浩渺无垠的宇宙充满好奇。随着现代航天科技的发展，人类
对宇宙空间的探索能力日渐增强。中国嫦娥四号在奔月旅途
中，将首次在月球背面着陆，讲述地球近邻不为人知的“另
一面”的故事。

12日16时39分，飞行到距月面129公里处的嫦娥四号
接到来自近40万公里外地球家园发出的制动指令，其动力达
7500牛的制动发动机开始点火运行。约5分钟后，制动发动
机顺利完成太空“刹车”任务后关闭。根据实时遥测数据监
视判断，嫦娥四号已被月球重力捕获，顺利进入近月点约
100公里的环月轨道飞行，为激动人心的月面软着陆时刻做
好准备。

对远在天边的嫦娥四号实施近月“刹车”制动如此精
准，真让人叹为观止，再次彰显了中国航天测控取得的卓越
成就。经过60多年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不懈奋
斗，中国已经形成了陆基海基天基一体、功能多样、规模适
度的航天测控网。可以预期，在嫦娥四号接下来的月面软着
陆和实施月面探测任务中，中国航天测控将继续以精彩高超
的表现，演绎人类探月史上的经典传奇。

本报电 近日，山东省小学数学文化教学研讨会暨基于核心素养的
“统计与解决问题”专题研讨会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学召开。教
育部西南大学课程中心主任宋乃庆，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申培
轩和来自近20个省份的教研员、名师等1200余人参会。

本次研讨活动由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青岛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青岛西海岸新区珠江路小
学承办，旨在深化数学课程改革，提升学生数学素养，进一步促进小
学素质教育。活动分为数学文化课堂教学观摩与研讨、数学文化实验
学校经验交流与优秀论文经验交流、专家讲座等阶段。 （珏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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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6月 25日，长征七号火箭首飞。图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
人员在执行测控任务。 （人民网）

中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七号中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七号。。

（（中国军网中国军网））

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2016年1月20日发布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范围内房屋征收的决定》，东城区
人民政府对天坛南里及天坛西里部分简易楼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因征收范围内部分公房承租人至今无法联系，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关于印发〈北京市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建发[2013]450号）和《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对涉及下列房屋的《催告书》进行公告送达，请下列公房承租
人（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办理《催告书》领取事宜。若原房屋承租人已故，请该承租人房屋户籍在册人员与我单位办理上述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征收补偿决定视为送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10月31日

联系人：张启东 郭虎
地 址：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21号
电 话：010-64047711-3072/311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公 告

1.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北区9号楼11号，承租人刘志生
2.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北区10楼10号，承租人孟宪清
3.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11号楼3单元310号，承租人武宝金
4.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南里中区4号楼2单元307号，承租人马秀彬

催告书公告送达明细催告书公告送达明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