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2月 9日电 2021
年，世界航天发射活动呈现强劲态
势，发射次数和发射质量均创新高。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9
日在京召开的《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
皮书（2021年）》发布会上了解到，
2021年全球共实施146次发射任务，
为1957年以来最高发射次数；发射航
天器总数量1846个，创历史新高，总
质量777.70吨，为航天飞机退役以来
的最大值。

蓝皮书显示，2021年，全球年度
发射成功率92.5%，航天发射活动仍
具有较高风险性。其中，美国开展
51 次航天发射，发射载荷总质量

403.34吨，超过其他各国发射航天
器质量总和；中国航天共执行55次
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居世界首位，发
射航天器总质量再创新高，达到
191.19 吨，同比增长 85.5%。俄罗
斯、欧洲、日本、印度分列中美之后，
发射载荷质量居世界第三至第六位。

2021年，中国航天发射活动继
续取得重大突破。北京空间科技信
息研究所所长何洋介绍，航天科技
集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2021年完
成48次发射任务，全部取得成功，
发射次数居世界宇航企业第一，发
射航天器总数量 103 个，总质量
189.65 吨。航天科工集团快舟一

号甲运载火箭实施4次发射，其中
3次成功，共发射 5颗卫星。星河
动力公司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成
功执行1次发射任务。星际荣耀公
司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2次发射失
利。

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副部长马涛
介绍，2022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将继
续维持高位，计划开展一系列重大任
务。全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实施6次
发射任务，以天和核心舱为控制中心，
问天、梦天实验舱为主要实验平台，全
面建成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站，长征六
号甲运载火箭及多型商业运载火箭将
首飞。

2021 年世界航天发射次数
和发射质量均创新高

2022年全年载人航天工程实施6
次发射任务，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全面建成，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开展
首飞……9日发布的《中国航天科技
活动蓝皮书（2021年）》，展示了2021
年中国航天的最新成就，并披露了
2022年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清单”，
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新计划催
人奋进。

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传
回“新春祝福”，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
空间站迎新春过大年……一次次“天
地互动”让虎年春节“太空感”十足，
一项项“世界级惊艳”上演一幕幕“宇

宙级浪漫”。
回首过去的 2021 年，中国全年

实施55次发射任务，在载人航天、月
球和深空探测、应用卫星、科学和技
术试验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此
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卫星应用体
系，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探
索宇宙奥秘、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
类的共同梦想。可以预见，世界航天
活动将向更大规模、更多突破、更远
边界持续发展，而中国航天也必将以
更自信、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迈进，为
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未来，中国将发射“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推动运载火箭型
谱化发展，不断完善空间基础设施；
利用空间站、月球与深空探测器等平

台，催生更多原创性科学成果；加大
航天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培育太空
经济新业态，让中国航天发展成果惠
及世界。

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
理，推动各国携手共进、平等互利，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应对外空活动
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贡献更
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愈是向前，愈应清醒。我们与
实现世界航天强国的目标还有一
定距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的制度优势，全力以赴突破更多关
键核心技术，培育更高素质、更高
水平的一流航天人才队伍，向着星
辰大海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奔向星辰大海，不懈奋斗！
■

新华时评

08时事关注时事关注 2022.2.10 星期四
责任编辑：曹 歌 美术编辑：熊晓程

广告：8512333 发行：8263377 印刷厂：8261393 本报印刷厂印刷 零售价：0.60 元

2月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访问并出
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的“冬奥之约”“新春之会”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生机
活力。多位俄罗斯专家认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俄
中关系全方位向前发展，两国携手奏响维护全球稳定与
发展强音。

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事关国际战略安全稳定
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入充分交换了意见，双方发表《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
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专家瓦西里·卡申认为，在两国
元首战略引领下，俄中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元首外交为
推动俄中两国交往、推进各层级合作注入关键力量。

卡申表示，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对此前一系列文
件的延续和发展。两国当前的协作非常紧密，联合声明
再次为深化双边合作提供了有效动力。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充分发挥双边关系
政治优势，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从能源到基
础设施，从通信到航空航天，双方合作质量和体量不断
攀升。2021年，中俄双边贸易额突破1400亿美元，增
长超过35%，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评论说，俄
中关系稳步前行，双方政治对话不断加强，经贸合作持
续发展，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
中密切协调配合。

面对全球发展难题，中俄两国携手并肩，呼吁尊重各
国发展利益。中俄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
联盟对接，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抗击新冠
疫情等方面积极开展富有成效的双、多边合作。中俄两
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
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推动务实
合作，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

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中俄矢志不渝深化
背靠背战略协作，肩并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卡申表示，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调诸多要点，致力于从多个领域加
强协作，在重要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专家丹尼尔·博奇科夫表示，
俄中两国在重要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协调立场，体现了两国关系的高
水平和高度的政治互信。

谈到俄中双边合作发展前景，卡申表示，俄中两国会进一步加强探索双边合作潜
力，努力推动双边合作更加多样化，尤其是要大力提升科技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进
一步推动开展工业及科技领域的联合项目。此外，俄中双方将不断作出努力，推动加
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新华社莫斯科2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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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由中共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
部组织编著的《中国，由此改变》一书，
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
和正确党史观，聚焦党的百年奋斗这一
主题，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10个方面，全

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
大成就，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宝贵
历史经验，以鲜活的故事、丰富的史料，
生动展现了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
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深刻影响了世
界历史进程，旨在引导广大读者从党的
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刻理
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中国，由此改变》出版
回顾百年奋斗光辉历程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最高人民
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9日介绍检察机
关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成效时
表示，全国检察机关在教育整顿中共排
查整改各类顽瘴痼疾问题5.3万个，出台
了千余项制度机制，有效解决了一批政
治不忠诚、办案不公正、司法不廉洁、遇
事不担当、作风不过硬等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滕
继国介绍，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检
察机关坚持抓源治本、标本兼治，整治
了一大批影响检察队伍形象和执法司
法公信力的突出问题。据介绍，针对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检察机关研究
出台《人民检察院巡回检察工作规定》
等1070项制度机制。教育整顿期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排查整改各类顽瘴痼
疾问题5.3万个，检察系统积弊沉疴得
到有效整治。

滕继国介绍，全国检察机关紧紧围

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通过
抓实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深化建章立
制，有效解决“立案监督难”“调卷难”

“减假暂监督难”等突出问题，检察机关
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能力、底气不断
增强，法律监督质效整体提升。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立足法律监督机关职能定位，紧
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群众身边“小
案”。全国检察机关共出台922项清
单，深入开展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公益诉讼、民事
支持起诉等“检察为民办实事”实践活
动，有效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

滕继国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
建立健全教育整顿常态化工作机制，以
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常态化抓好政治建
设、业务建设、纪律作风建设。

排查整改各类顽瘴痼疾问题5.3万个！

全国检察机关深度推进“自我革命”

2月8日，游客在平遥古城内参观。
春节期间，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举办2022“我们的节日·春节——平遥中国

年”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平遥古城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被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 发）

体验平遥中国年
当前正值春运返程、节后复工返岗

高峰期，今年春运客流情况如何？春运
返程疫情防控有哪些针对性举措？怎
样确保务工人员如期返岗、平安返岗、
顺利返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
回应大众关切。

针对“层层加码”
春运返程继续坚持“五个不得”

春节期间，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整体
平稳，但仍有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发生和
扩散，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8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快速
控制疫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各地要
继续按照“五个不得”要求，分地区分人
群科学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保障人
员安全有序流动。

“五个不得”即不得随意禁止外地
群众返乡过年；不得随意扩大限制出行
范围；不得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
风险地区扩大到所在地市及全省；不得
对低风险地区返乡群众采取强制劝返、

集中隔离等措施；不得随意延长集中隔
离观察和居家健康监测期限。

针对群众可能遇到的“层层加码”
问题，国家卫健委官网首页自1月29日
起便开设了“春节返乡路”公众留言
板。对于明确违反“五个不得”的做法，
各地将继续与留言群众认真沟通核实，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低风险和涉疫地区往返
有哪些防疫举措

节后返程，低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
之间的人员流动有哪些具体防疫原则
和举措是大众关心焦点。国家卫健委
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从三个方面
作出提醒：

一是发生疫情的地方，中高风险
所在地的县（市、区、旗）人员严格限制
出行。

二是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
他非疫情的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
不出行，确实需要出行的要持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做好个人旅途防护，并
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规定。

三是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有疫情的中高风险县（市、区、旗）非必
要不前往，已经到达的人员必须遵守当
地疫情防控要求。

在返程出行前，既要关注目的地疫
情防控规定，提前做好核酸检测等准备
工作。同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加强健康
监测，如有发热、咳嗽等感冒症状，应当
暂时中止返程和出行计划，并及时就医。

预计 16日至 17日将再
次迎来春运返程客流高峰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韩
敬华介绍，自1月17日启动以来，今年
春运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客流呈现“节
前客流稳步提升、节中客流低位运行”
的特征。截至2月7日，共计发送旅客
5.39 亿人次，较 2021 年同期增长约
42.8%。

“预计2月16日至17日，也就是正月
十六和正月十七，还将再次迎来返程客流
高峰。”韩敬华说，目前春运运行总体平稳
有序，应急保障有力，安全形势稳定。

为加强春运返京保障，目前，北京

市地铁2号线首班车前增加两列临客；
16条途经火车站夜班公交线路加密间
隔；北京西站始发的5条日班公交线路
每日增配机动车；北京朝阳站开行地铁
直达摆渡线，直达地铁14号线、10号
线，做好返京客流接续运输准备。

四川省根据务工人员返乡出行需
求，采取“点对点、一站式”包车运输方
式，实现从厂门到家门，引导务工人员错
峰有序出行。“我们早上五点半驾车从广
安城区出发，到多个大乡镇去接人，接齐
后统一从汽车站出发去东莞。”四川返岗
专车驾驶员黎平告诉记者，每辆车还配
备了体温检测器、口罩、消毒液等。

根据《2022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
控和运输服务保障总体工作方案》，交
通运输部、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将继
续从引导重点旅客群体错峰有序出行、
做好交通运输场站和运输工具疫情防
控、实施中高风险地区客运管控、强化
春运一线服务保障人员防护、监督检查
补齐防疫短板漏洞五个方面做好春运
返程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如何确保疫情不因春运而扩散？

逐梦冬奥

回顾·看点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北京冬奥会将在10
日决出8枚金牌，中国军团有望在其中的两个雪
上项目中冲金，分别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
团体和单板滑雪女子U型场地技巧。

花样滑冰赛场将决出男子单人滑金牌。
在此前结束的短节目中，中国名将金博洋和夺
冠呼声最高的日本明星羽生结弦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失误，分别暂列第 11 位和第八位。
10日的自由滑，金博洋希望超水平发挥，争取
更好名次。而羽生结弦要想绝地反击、实现冬
奥会男子单人滑三连冠伟业，除了要成功挑战
阿克塞尔四周跳外，还要看排在他前面的对手

的发挥。
高山滑雪赛场将决出男子全能金牌，徐铭

甫、张洋铭填补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参赛
空白。

当天另外三枚金牌将在单板滑雪男子障碍
追逐、越野滑雪女子10公里（传统技术）、速度滑
冰女子5000米中产生。

10日的其他比赛也值得关注，中国女子冰
壶队将一日双赛，先后对阵丹麦队和瑞士队；中
国男子冰壶队将迎战俄罗斯奥委会队；中国男子
冰球队将遭遇强大的美国队；男子钢架雪车将进
行前两轮滑行。

中国雪上冲击两金
羽生能否绝地反击

在2月9日进行的短道速滑——男子
1500米决赛中，韩国选手黄大宪夺冠，任
子威被判犯规无缘冬奥第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