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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经研究，本期“民生·面对面”主题定为旅游环境提质，重点针

对旅游体验感提升、民宿、生态旅游景点标准提升和合规经营、景

区物价监管等方面向广大市民朋友征集意见建议，可在8月24日前
拨打12345热线（为便于准确筛选，来电时应说明“面对面”意见建
议）。书记将邀请部分热心市民开展面对面交流，倾听民声，回应民

意。对公开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汇总分析后，及时转交相关部门

研究办理。

特此公告。

舟山市委改革办
舟山市“民生面对面”专班

26℃~33℃

26℃~33℃明日

今日 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5级阵风6级。

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东南到南风4~5级阵风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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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上接第1版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新城海

天大道 1188号的第六空间大都会

家居广场。从海天大道驾车经过

该区域，远远就可以看到商场灯

光标牌出现了损坏，显示为“第六

空大都会家居”。

随着迎亚运三大提升行动的

持续推进，我市各地布置了不少

灯光小品。8月11日晚，记者在浦

西公园前，看到花坛中央亮起的

“德润新城 礼迎亚运”几个大字

十分显眼。

然而，“礼迎”二字的灯箱出现

了故障，灯光一直高频率闪烁。一

位过路的市民表示，在此等候红绿

灯期间，会持续看到高频闪烁的灯

箱，看的时间一长，会感到明显不

适，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维修。

普陀：沿街商铺招牌有
待“点亮”

普陀区滨港路海鲜排档云集，

每到夜晚格外热闹，是游客们来舟

山必去的打卡地之一。五光十色的

灯光招牌，构成了滨港路的美丽夜

景。然而，稍一留意，就能发现个别

沿街商铺招牌存在残缺。

位于滨港路渔港文旅驿站旁

的惠捷便利店，招牌上的“惠”字

灯牌已经有一半熄灭，“捷”字则

完全熄灭，在滨港路一众灯火璀

璨的排档中十分显眼。

沿街部分金融机构的招牌同

样有待“点亮”。位于沈家门街道

滨港西路72号的普陀农村商业银

行，灯牌亮起后直接变成了“村商

业银行”。

沿着滨港路向西步行，鲁家峙

大桥灯光璀璨。但大桥灯带在鲁

家峙引桥段戛然而止。

据了解，普陀鲁家峙大桥于

2021年实施整桥亮化工程。今年6

月，当地有关部门才对亮化工程

进行了修缮。

记者走上鲁家峙大桥观察，发

现距离鲁家峙段引桥东侧约 100

米，就是海城铭园小区。安装灯带

可能会对居民夜间休息造成一定

影响。但引桥西侧面朝大海，也没

有安装灯带。从滨海大道驱车驶

来，西侧引桥一片漆黑，遥遥望

去，鲁家峙大桥仿佛一座夜幕中

的“断头桥”。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我国自主研发、国
际领先的首个大型巡天空间望远

镜目前正在研制，预期在宇宙学、

暗物质与暗能量、星系与活动星系

核、银河系与紧邻星系、恒星形成

与演化、系外行星等问题上取得丰

硕的开创性科学成果。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与发

展情况介绍会18日在北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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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在会上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当前正在研制的巡天空间望

远镜，具有高空间分辨率，入轨后

将开展17500平方度的大面积天区
深场巡天观测，以及不同类型天体

的精细观测。”林西强说。

据了解，巡天空间望远镜是中国

空间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获取宇宙

全景的高清晰图像，升空后将具有与

哈勃太空望远镜相当的空间分辨能

力，但视场角是哈勃的300多倍。
“根据计划，巡天空间望远镜

发射升空后将与空间站共轨长期

独立飞行，开展巡天观测，短期停

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林西强说。

我国首个大型巡天空间望远镜正在研制
计划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

综合新华社北京 8月 18日电
（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中国国家
太空实验室目前已正式运行，并建

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近地空间科

学与应用体系，空间应用正有序展

开、成果频现。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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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在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应用与发展情况介绍会上

发布的内容。

2022年底全面建成的中国空
间站，是我国覆盖空间科学相关学

科领域最全、在轨支撑能力最强、

兼备有人参与和上下行运输等独

特优势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具备大

规模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能力。

“目前，国家太空实验室已正式

运行。”林西强表示，建立起的近地空

间科学与应用体系具有五大特点。

一是建成了功能完善、性能先

进、学科覆盖全面的国家太空实验

室平台。中国空间站舱内25个科学
实验机柜与一系列舱外设施接口，

能够支持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

术、空间天文与天体物理等诸多学

科方向的研究与应用，每一个实验

柜或舱外设施都可以说是一个综

合实验室。空间站平台为应用载荷

提供强大的机、电、热、信息、排气

以及机械臂、货物进出舱等基础支

持条件，还优化提升了货船、人船

天地往返运输能力，为科学实验持

续滚动开展、实验载荷升级换代及

维修维护提供有利条件。

二是瞄准前沿战略系统谋划，构

建了空间站应用专家体系，从顶层把

握世界空间科技发展大势，合理规划

领域布局，敏锐抓住空间科技发展新

方向，酝酿形成高水平项目群。

三是面向应用项目全寿命周

期管理，优化了应用项目征集、遴

选、培育、立项和择优机制，吸引和

凝聚国内外一流科学与应用团队，

持续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与应用。

四是形成了完善的载荷研制能

力和入站准入机制。建立起载荷研

制保障、总装集成、软件评测、工效

学与医学评价、系统联试等研制支

持条件，形成载荷分级分类研制流

程，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

手段，持续提升载荷工程化研制能

力。通过对载荷各类接口和在轨飞

行流程全面测试，协同完成应用载

荷入站确认，形成应用载荷规范化

入站准入机制，为在轨科学实验顺

利实施提供坚实基础。

五是形成了强大的在轨实验支

持能力。充分发挥在轨航天员特别

是载荷专家的作用，开展载荷舱内

组装与更换、升级与维护、实验过程

监控、实验样品更换和处置等。

“在空间站规划和建造期，中

国载人航天研制部署了一批国际

领先的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设施，

持续滚动开展大规模的科学研究

与应用项目。”林西强说，“目前，空

间应用正有序展开、成果频现。”

林西强在会上表示：“进入应

用与发展阶段，我们将长期高效运

行体系完善、水平领先的国家太空

实验室，持续开展空间科学研究与

应用。展望未来，中国空间站有望

获取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一大

批创新科技成果。”

中国空间站2022年底全面建成
后，正式进入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
展阶段。据林西强介绍，其间有望获

取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预期在宇

宙学、暗物质与暗能量、星系与活动

星系核、银河系与紧邻星系、恒星形

成与演化、系外行星等问题上取得

丰硕的开创性科学成果”。

“在基础研究方面，瞄准宇宙

起源演化、物质本质规律、人类太

空长期生存等重大前沿问题，持续

产出新认知、新理论，取得国际公

认的重大发现和科学突破，为提升

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贡献中国力

量。”林西强表示，已布局的世界领

先超冷原子物理实验平台调试进

展顺利，有望制备地面无法实现

的、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量子气

体，获得物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态，在超低温量子物态、量子相变

等方面预期取得新的重大发现。

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未来有

望突破和掌握医药、材料、能源、信

息等领域相关核心关键技术，林西

强举例说明：“通过开展空间材料

制备研究，可为国家战略急需材料

的制备与工艺改进作出实质贡献。

通过空间干细胞与增殖分化、器官

芯片与类器官、蛋白质结晶、合成

生物制造等方面研究，可为面向大

众健康的再生医学、精准医疗、新

药开发等提供新方法和新手段。”

在实验室能力提升方面，按照工

程任务规划，未来将结合国际空间科

学发展态势与国家战略需求变化，动

态调整空间站维护升级策略，持续提

升国家太空实验室规模与水平。

“空间站拟布局哺乳动物培

育、脑科学研究等仪器设备，开展

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基

础研究；面向深空探测需求，建设

受控生命生态系统验证相关技术；

还将结合基础物理发展态势，面向

复杂等离子体研究布局新型科学

实验机柜。”林西强说。

建立起近地空间科学与应用体系

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正式运行
中国空间站未来有望获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大批创新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