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 10 月 26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和神舟
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全家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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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据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
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
十七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
舱。北京时间2023年10月26日19时34分，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
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入驻

“天宫”。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
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2021年，航天员汤洪波作为首批入驻中
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之一，亲历了“中国人首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刻；时隔两年
后重返“天宫”，他又亲身感受了中国空间站
从“一居室”到“三居室”所彰显的中国速度
和中国力量。与此同时，汤洪波也成为目前
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
天员。

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
在轨轮换。期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
工作生活约4天时间，完成各项既定工作。

3名航天员顺利
进驻中国空间站

新华社酒泉 10月 26日电 10 月 26 日
11时 14分，搭载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发射，约 10分钟后，神舟十七号载
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
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
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七
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
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
间，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
舱活动，开展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

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
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完
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各
项任务。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 2 次载人飞行

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发射任
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493 次
飞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
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
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30战30捷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26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1022 万人，9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下降至 5%，表明经济运行回升向好，就业形势
持续好转。把握向好势头，加力稳就业，是民生
之盼，更是发展之需。

就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宏观大
势。支持创业、扩大就业，既是广大求职者的渴
望，也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对于巩固经济恢
复发展基础、增强经济内生动能也有重要意义。

从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前三季度中国经
济“成绩单”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5.2%，工业、服务业、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保
持增长，为稳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特别是随着
服务业快速恢复，未来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将持续
显现。

经济复苏的同时，我国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也要看到，当前部
分人群“就业难”和部分岗位“招人难”并存的结
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政策举
措，织密织牢保障网络，才能确保经济稳、人心
稳、大局稳。

稳就业的关键，在于稳企业。亿万经营主体
是经济的细胞、就业的主阵地。目前企业整体生
产经营持续恢复，用工需求增加，应加快让降低
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税
收优惠等政策落到实处，为更多企业减负担、增
后劲，助力企业留工稳岗。

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至关重
要。当前还有部分离校毕业生未落实工作，2024
届毕业生已逐渐进入就业市场。未来一段时期，
相关部门已提出要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
务攻坚行动为抓手，切实强化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实名帮扶，尽早安排 2024届毕业生招录招聘工作。通过稳定
公共部门就业岗位，开展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
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有望为毕业生提供更多适合的岗位，全
力以赴促进青年就业。

稳就业，还需拓展就业创业新空间。数字经济的蓬勃发
展，产生了一大批新业态、新职业。截至 9 月末，正在试点的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
机等筑起“防护网”。加快消除灵活就业群体“后顾之忧”，灵
活就业的“蓄水池”会更稳固。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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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记者从 26日召开的交通运输
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 2016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创建
116个“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基本覆盖国家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是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内容。据交
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介绍，目前全国已开通示范
线路的有 28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申请验收的示范工
程实际完成投资超 200亿元，带动上下游超过 1000家企业参
与多式联运相关工作，为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提供了重要
支撑。

“2022年，示范工程共完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约 720万
标箱，与公路运输相比，降低物流成本超 100亿元，为优化调
整运输结构、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了重要贡献。”高博说。

高博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组织开展好综合运输
服务“一票制、一单制、一箱制”交通强国试点，制定完善关键
信息数据交换标准，鼓励传统运输企业提高跨运输方式组织
能力，引导国内公铁联运使用标准化运单，支持多式联运经
营人增强全程控货能力，加快法规标准制度建设，多措并举
推进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
现代交通物流体系。

我国已累计创建 116 个
“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在西北大漠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中国人开启飞向太空新的征程——2023年10月26日
11时14分，长征二号F遥十七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送汤洪波、唐胜杰、江新林3名航天员奔赴“天宫”。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2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发射任务。

20年20人进入太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步履不歇；
30战30捷一气呵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立新功。

接力出征 一往无前

10月 26日上午，身着乳白色舱内航天
服的 3名航天员，在万众瞩目下，从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出征太空。

指令长汤洪波走在中间，这是他在两年
多时间里的第 2次飞天。在汤洪波的老家
湖南湘潭，他的父亲正通过直播观看出征仪
式。他坚信有国家强大的科技力量做保障，
这一次，儿子也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

航天员唐胜杰，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甘肃
籍航天员。敦煌飞天的美丽传说，已在他的
家乡传颂了千年。他的出现，让家乡父老雀
跃欢呼。

河南杞县的街坊四邻早早守在电视机
前看江家小儿子。曾经的江新林还是个得
了奖状就藏起来从不张扬的孩子，如今已是

“不负时代，以奋斗的姿态奋力奔跑”的航
天员。

他们将要执行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
用与发展新阶段的第 2次飞行任务，也是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 1992年立项以来的第 30次
飞行任务——

17艘神舟飞船，6艘天舟飞船，3个空间
站舱段……2022年底圆满完成立项之初确
定的“三步走”战略任务后，中国人叩问苍穹
的求索之路还在继续。

这是一场接续实现梦想的远征。
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杨利伟，他向即将

踏上飞天之旅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挥
手致意。

2003年 10月 15日，杨利伟也是从这里
领命出征，中国人逐梦太空的千年梦想变
为现实。

回望起点，他说：“20年弹指一挥间，从
首次飞天到全面建成空间站，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作为参与者和见
证者，既激动更自豪，有遗憾更羡慕。”

杨利伟出征时，身后问天阁那面墙还是
空白的。今天，执行历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的巨幅照片铺满墙面。不久后，首登太空
的航天员唐胜杰和江新林也将位列其中。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
多人多天，从独自飞行到太空会师……时至
今日，我们已经建成了属于自己的“太空家
园”，在浩瀚宇宙拥有了一方温馨港湾。

征途漫漫 行稳致远

11时 14分，橘红色的尾焰从长征火箭
的底部喷薄而出，如巨龙盘旋托举洁白的箭
体腾空而起。

有着“神箭”之誉的长征二号F火箭，是
我国唯一一型用于执行载人任务的运载火
箭，肩负保障航天员安全进入太空的特殊使
命，至今保持着100%的发射成功率。

持续提升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是火
箭团队始终不变的首要目标。

“相比遥十六火箭，遥十七火箭共有 25
项技术状态变化，涉及设计改进、流程优化
以及预案细化等方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魏威介绍。

“经过持续不断地消除薄弱环节、优化技
术状态，目前长二F火箭可靠性评估值已提升
至0.9896，安全性评估值达0.99996。”魏威说。

在确保发射可靠性、安全性的前提下，
长二F火箭团队不断梳理优化发射场流程，
提升测发效率。魏威表示，目前长二F火箭

“发一备一”的发射场流程已从空间站建造
初期的 49天压缩到 35天，如今正瞄准 30天
目标继续优化改进。

系列运载火箭以“长征”命名，时时激励
着科技人员克服艰难险阻，到达胜利彼岸。
这是设计者命名的初衷。从一穷二白发展
至今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何尝不是一场千
万人并肩共赴的“长征”。

面对世界航天大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已
先行 30年，中国老一辈航天人决心自主创
新打造航天员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当
时提出的载人飞船三舱方案、轨道舱留轨方
案、逃逸救生方案等，到现在还广泛应用于
航天器，而且能与国际航天很好地接轨。”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闫洁说。

针对空间站阶段任务需求，载人飞船开
启了组批研制模式，建立了多艘载人飞船并
行设计研制的管理体系。“神舟十六号到神
舟二十一号飞船是组批生产的，技术状态基
本一致。”闫洁说。

20年前，正在清华大学读博的薛辉，在
电视上看到神舟五号升空。2009 年，他成
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名科技人员。“在神
舟升起的地方，我找到了国家利益和个人价
值的结合点。”他说。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薛辉”，主动加入
到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
强国的征途中来。

和平进步 泽被千秋

10月 26日 17时 46分，神舟十七号载人
飞船采用自主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
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

“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撤离返回之前，
我忍不住再次回到核心舱，看了看自己精心
调试的设备，摸了摸自己亲手安装的螺丝，
真的很舍不得。”

当时常梦回太空的汤洪波再次回到这里
时，“一室一厅”已经扩充到了“三室一厅”。

短短两年内，中国载人航天走过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和建造阶段，突破掌握航
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再生
式环控生保等 8项关键技术，如期建成空间
站，展现出新时代中国航天的加速度。

为了迎接战友的到来，空间站里的神舟
十六号乘组一早就精心布置了核心舱。

这一次，神十六、神十七两个乘组“太空
会师”，会带来一张令人期待的合照：有飞天
次数最多的航天员景海鹏，有最快重返空间
站的航天员汤洪波，还有 4名第三批航天员
同时在轨。从零开始摸索的首批航天员作
出了开创性贡献，如今，第二批航天员挑起
大梁，第三批航天员接续飞行，第四批航天
员正在选拔，其中或有人来自港澳地区。

薪火相传，欣欣向荣。
在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

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向全世
界发出邀请，欢迎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
的国家及地区与我们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
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随着载人登月任务进展，待相关条件
成熟后，我们未来也会像今天一样，正式邀
请国外航天员一起参与登月飞行任务，共同
探索浩瀚宇宙。”林西强表示。

20年前，杨利伟遨游太空的短短 21小
时 23分钟里，将联合国旗和五星红旗放在
胸前展示，还在工作日志的背面郑重写下：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正是中国人接

续飞天的初心使命。（新华社酒泉10月26日电）

逐梦天宫启新程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
在 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我国将梳理盘活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促进专利产业化，助力经济高质
量发展。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申长雨说，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制度机
制，多措并举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运用，2022年，全
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向中小企业转让、许可专利达 2.9万次，比
2020年增长60.2%。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年）》提出，到 2025年，“推动一批高价值专利实
现产业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高”。

申长雨表示，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动员全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筛选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专利，力争在 2025年底
前实现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全覆盖。与此同
时，将筛选出的专利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企业匹配推送，由
企业对专利产业化前景进行评价，并反馈专利技术改进需求
和产学研合作意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促进各方协同，针对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高价值专利，匹配政策、服务等优质资源，推动高效精准
对接，促进专利高效转化。

我国将梳理盘活高校和
科 研 机 构 存 量 专 利

倒计时的声音响起，2000
多名社会各界群众在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狼心山
观摩场，一同注视着远处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高高的发射塔
架。随着“点火”的口令发出，
瞬间烈焰升腾，洁白的火箭在
阳光照耀下一飞冲天。

万众瞩目之下，搭载神舟
十七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喷吐着长长
的尾焰，在蓝色天宇中加速升
空。火箭越飞越高，轰鸣声渐渐
远去，人们仍在不时地望向火
箭升空的方向。

“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摩
神舟载人飞船发射，非常震撼，
真是不虚此行。”71 岁的尚援
朝是一名退休铁路职工，20世
纪 70年代，他曾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参与铁路专用线维修，
这次故地重游就是想亲睹火箭
发射的精彩瞬间。

观摩场里，人们有的手持
国旗与身后远处的发射塔架合
影留念，有的聚在一起齐声歌
唱，还有的在摄像机镜头前欢
呼“祖国万岁”……

“这个时节，正赶上额济纳
旗最美季节的末梢。”额济纳旗
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青格斯说，1400 多名来自河
北、陕西、甘肃等省份的游客在
欣赏胡杨大漠美景同时，来到
狼心山观摩场亲历神舟飞船发
射，这为大家的旅途增加了一
份独特的经历。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时，我才11岁，
那时只能看电视。”26 日一早，当地居民杜
月亭就带着4岁的儿子来到了观摩场，“能亲
眼看到神舟载人飞船发射的过程非常激动，
我为祖国航天事业点赞！”

今年，额济纳旗为户籍在当地的居民免
费提供往返观摩点的客车服务。青格斯说，
几十年前，额济纳旗为了支援国防航天事业

“三易旗府”，留下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的佳
话，现在出台这项惠民措施就是为了让广大
群众能够近距离感受祖国航天事业的蓬勃
发展，增强自豪感、光荣感。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戈壁滩上的观摩场
也重归寂静。在发射场外围执勤的“航天护
卫队”的民警们也收队返回。

“虽然我们因为执勤无法亲眼看到火箭
发射，但能为神舟载人飞船保驾护航，大家
都觉得很有意义。”额济纳边境管理大队古
日乃边境派出所所长黄勇说。

黑河水缓缓流淌，金胡杨随风飘荡，蓝
色的发射塔架静静地矗立。下一次神舟飞
天，这里又将热闹非凡。

（新华社酒泉10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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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在青岛建造现场拍摄的埕北油田中心平台。
平台装船后将赴渤海西部海域，进入海上安装和调试阶段。
10 月 26 日，埕北油田中心平台在山东青岛完工装船，这一油
气处理与岸电设备共建平台总重量近 15000 吨，将高压输电
设备与油气处理模块共建在同一平台上，实现岸电的引入，
这是该模式在国内的首次尝试。 新华社发

监督热线宁报集团新闻职业道德

0951-6030129 （机关纪委）

0951-6033843 （全媒体指挥中心）

10 月 26 日清晨，金色朝晖洒满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问天阁。

早已等待在这里的人们，期待着中国人
的又一次太空远征——

8 时 24 分许，问天阁南侧门打开，神舟
十七号乘组3名航天员汤洪波、唐胜杰、江新
林身着乳白色舱内航天服，迎着旭日走来。

掩映在金色胡杨间的问天阁，是航天员
进出太空的港湾。从此出发，由神舟摆渡，
至星河摇曳，他们将抵达中国人的“太空家
园”——中国空间站。

身后的墙壁上，依次悬挂着从神舟五号
开始历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的照片，他们
是全国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飞天英雄。不
久之后，首访太空的唐胜杰、江新林也将位

列其中。
20年载人飞行，20人接力远征。
指令长汤洪波走在中间。这是他第2次

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首个重返“天宫”
的航天员，也是目前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
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2年1个月。

航天员唐胜杰，是首位出征太空的甘肃
籍航天员。敦煌飞天的美丽传说，已在他的
家乡传颂了千年。他说：“我们赶上了一个
好时代，时代给了我们追梦圆梦的舞台。”

航天员江新林，从一名普通的山村孩子

成长为一名会开坦克的军校学员、一名战斗
机飞行员，如今又成为一名远赴太空的航天
员。他说：“我们将不负时代，以奋斗的姿态
奋力奔跑。”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汤洪波！”

“航天员唐胜杰！”“航天员江新林！”
3 名航天员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

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
部总指挥长许学强报告。

“出发！”
“是！”
这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

最小的航天员乘组，执行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0次飞行任务，也是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2次载人飞行任务。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
多人多天，从一人飞行到太空会师……时至今
日，我们已经建成了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
天地往返已成常态。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
接续奋斗下，迈向星辰大海的步伐行稳致远。

3 名航天员与大家挥手作别，乘车向
5 公里外的载人航天发射场进发。朝晖
映照着他们风华正茂的面庞，为征途“镀”上
金光。 （新华社酒泉10月26日电）

朝晖“镀”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