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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24日是第七个“中国航
天日（Space Day of China) ”。

2016 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6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这一年
起，将每年的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
天日”。

1956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
党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
意见》。1956年4月，中国航空工业委员
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是中
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里程碑。随着岁月
的推移，中国人普遍感到，20世纪50年
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研制“两弹
一星”的部署是划时代的伟大壮举，改变
了国家面貌和国人心态，将永载史册。

以4月24日为标志日设立“中国航
天日”，对于大力弘扬“航天精神”“两弹
一星”精神，向世界唱响中国“探索浩瀚
宇宙、建设航天强国”的主旋律，具有重
要意义。

“中国航天日”的设立源于政
协提案

2003 年，中国人的千年飞天梦实
现，标志是“神舟五号（神五）”载人飞船
发射成功。“神五”是由“长征二号F”火
箭运载升空的。

2004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
上，时任“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指挥
黄春平委员与时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轫委员联名提案，建议设立“中国航
天节”。

2009 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
会议期间，时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党委书记的梁小虹委员再次提
交有关设立“航天纪念日”的提案。在
提案中，梁小虹将前面的“航天节”改
成了“航天日”。之后，在每年的全国
两会上，梁小虹都呼吁设立“中国航
天日”。

2013年，梁小虹的提案《关于设立
“中国航天日”的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
委的批复。随后，国防科工局召开了专题
座谈会，协商“中国航天日”设立的具体
事宜。

2014年，国防科工局组织召开了专
题座谈会，两院院士、专家以及全国政协
委员在会上对“中国航天日”的设立积极
建言献策。

其中一项是，提出了3个“中国航天
日”的备选日期——4月 24日（我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纪念
日）、10月 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
射成功纪念日）和10月8日（国防部第
五研究院成立纪念日）。最终选定4月
24日为“中国航天日”。

2015年，任新民、孙家栋等39位院
士就关于设立“中国航天日”致信习近平
总书记，国防科工局上报《关于设立“中
国航天日”的请示》。

2016年，国务院、中共中央办公厅
对《关于设立“中国航天日”的意见和建
议》作出重要批示。

自2016年起，每年的4月 24日为
“中国航天日”，有30多个国家的航天机
构向中国国家航天局发来了贺信，这是
世界航天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航天日”前夕，“神舟十
三号”交出满分答卷

2021年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顺利升空，将三位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送达中国空间站。经
过183天的太空之旅，2022年4月16日
上午，“神舟十三号”平安返回地球，载人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从航天员太空出舱，到首次在轨通
过遥控操作完成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对
接；从中国女航天员首次太空漫步，到三
位航天员创下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
太空驻留时间最长纪录，还有“天宫课
堂”的现场直播，航天员们完成了一系列
科学研究等工作。

2022年4月17日，在潍坊国际风筝
节上，人们通过风筝模仿“中国空间站”
来庆祝三位从太空出差的航天员凯旋。
当天，各“舱段”风筝齐全，在天空中对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
成功交汇对接进行了演示，形象生动，场
面壮观栩栩如生，科技感十足。网友直呼

“好看，太顶了”。

“中国航天日”前夕，回顾航天
“四大”里程碑

中国航天发展有最重要的四大里
程碑。

首先是“万户飞天”。航天发展的“第
一大”里程碑起源于14世纪末期的中
国。人类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
乃明朝的士大夫陶成道。在距今800多
年的1390年，陶成道就说“我纵然粉身
碎骨、血溅天江，也要为后世闯出一条探
天的道路来”。陶成道的行为不断鼓舞和
震撼古人的内心，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

“万户”。万户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飞上
天空，然后利用风筝平稳着陆。于是，他
坐在绑着47个自制火箭的椅子上，举着
大风筝。不幸的是，在飞天过程中，火箭
爆炸，万户不幸罹难。在上世纪70年代，
为纪念陶成道，国际天文联合会将月球
背面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山”。可以
说，世界航天起源于中国。飞天是中华民
族千年夙愿。

其次是“东方红一号”。1970年4月
24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一曲《东方
红》响彻寰宇，世界瞩目。“东方红一号”
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第
二大”里程碑，是航天事业奠基，拉开了
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序幕。我国首颗人
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迄今仍在轨飞行。

然后是“载人航天”。2003年 10月
15日，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
中国航天员杨利伟实现了中国人遨游星
汉的首飞，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史上
的“第三大”里程碑，表明中国掌握了全
套载人航天技术。之后的18年，“神舟六
号”实现多人飞天；“神舟七号”实现航天
员“太空行走”；“神舟八号”完成重大跨
越对接任务；“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
完成自动交会对接，建立刚性连接，形成
组合体，标志着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任
务取得了重大成果，为今后的载人航天
的发展、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

器实现手控交会对接，两飞行器建立刚性
连接，形成组合体，为航天工程第二步第一
阶段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后续载
人航天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会
对接，形成组合体，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中从第二步到第三步的过程，为
中国空间站建造运营和航天员长期驻留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神舟十二号”实现航天
员三个月的在轨生存。从“神舟五号”到“神
舟十三号”，从航天员一人一天在轨，到三
人半年在轨，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展
现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惊人进步。

最后是“嫦娥工程”。2004年，中国正式
开展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工程”，分为“无人
月球探测”“载人登月”和“建立月球基地”三
个阶段。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成
功发射升空，在圆满完成各项使命后，于
2009年按预定计划受控撞月。2010年10月
1日“嫦娥二号”顺利发射，也已圆满并超额
完成各项既定任务。2012年9月19日，探月
工程已经完成“嫦娥三号”和“玉兔号”月球
车的月面勘测任务。“嫦娥四号”是“嫦娥三
号”的备份。“嫦娥五号”主要科学目标包括
对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和分析，以及月球样品
返回地球以后的分析与研究。2020年11月
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进入预定轨道，开
启了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2020
年12月1日，“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
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2020年12月17日，

“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
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返回。中国人的“嫦娥工程”，是中国航天事
业发展史上的“第四大”里程碑，为人类和平
使用月球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航天日”，持续助力航天
精神传承

2016年首次“中国航天日”以来，我国
航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很好展示，
持续助力推动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
迈进。中国航天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主创
新发展史。

中国航天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
精确概括其核心就是“自力更生”这四个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就一
直企图扼杀、阻碍中国发展航天和诸多科
技产业，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只能依靠自己
解决一切问题。

“中国航天日”有利于航天精神财富的
传承。中国靠“自力更生”不断实现科技创新
和突破，不断孕育、形成、延长中国航天的

“精神谱系链”：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探月精神、
探火精神等。“中国航天日”有利于不断接
续、完善上述精神，使“自力更生”的航天传
统在新一代航天人中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中国航天逐梦太空的脚步一定会行稳
致远。2022年，中国航天依旧“繁忙”，将完成
包括“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等6次飞
行任务，中国空间站将完成在轨建造任务，
并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会师”、轮换等。

我们航天人将继续传承优良传统，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
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让追梦人继续
仰望星空，不懈追求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

“航天日”的设立源于政协提案——

““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日””：：让追梦人继续仰望星空让追梦人继续仰望星空
曲伟

“光伏产业是我国新能源发
展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迅猛发
展的同时，亟待重视其组件退役
后的回收与分质处置。”全国政协
委员，内蒙古环保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利文指出，2025
年左右，我国光伏组件退役将进
入密集期，需提前部署，打通光伏
绿色道路的“最后一公里”。

张利文解释说，光伏发电设
备包含多种资源。以典型的晶体
硅太阳能电池板为例，其中玻璃
占比 65％~75％、铝制框架占比
10％~15％、塑料占比 10％、硅原
料占比 3%~5％，部分制造工艺
中，背板中还含有少量氟元素；同
时晶体硅电池的制备需要消耗
银、镓、铟、碲、铅、锡等金属。

“这些组件设计寿命约为 25
年，退役后兼具资源和环境危害
双重禀赋，如果利用不好或处置
不当，不仅会对战略资源造成浪
费、影响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让张利文忧虑的是，按照新
能源发展光伏装机容量规划，“十
四五”后，即2025年，我国废旧光
伏组件回收将进入密集期。预计
2030 年报废组件超过 6000 万千
瓦，2035年达到7000万千瓦。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也预
测，我国光伏组件报废量在 2060
年前会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
随着近年来中国市场的快速发
展，实际数据将会更大，光伏组件
回收高峰时间将来得更早。

但在光伏装机总量逐年快速
递增的同时，张利文发现，相关组
件回收与处置却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缺乏政策支持，相关回
收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缺
乏政策指导，多数退役光伏组件
或积压堆放或焚烧掩埋，对环境
造成极大的隐患。虽然近两年我

国发布了相关国家回收标准，但处
理细则及标准体系仍待完善。

第二，回收技术路线不完善。张
利文发现，目前我国光伏领域科研
机构和生产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如何提高光伏组件转换效率、降低
成本和提高设备可靠性上，在减少
光伏组件污染和回收利用方面做的
工作较少，导致回收技术路线不完
善，技术创新后劲不足，现有的技术
方法在使用推广中可行性不高。

第三，回收经济收益低。由于很
大一部分组件建于偏僻的西北地区
或位于屋顶之上，收集、运输成本
高，加上技术尚不成熟，投资消耗较
大，回收物质的纯度不高，以及尚未
形成规模，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光
伏组件回收成本高居不下，许多材
料回收出售后价格低于回收成本。

此外，回收企业普遍存在“小、
散、差”等问题，报废组件的来源和
成分不清楚，各品牌和型号散乱堆
放，这样既降低了回收效率又增加
了环境污染。

针对这些问题，张利文建议：
一是提前谋划。将退役光伏组

件的处理处置纳入光伏产业发展规
划中，提前谋划回收利用企业数量
和产业规模，合理布局，尽快形成与
退役规模相匹配的高效回收和分质
利用产业规模。

二是完善技术标准和支持政
策。出台政策支持鼓励科技研发和
技术攻关，进一步明确通用技术标
准要求和判废标准，发布技术指南
和实用技术目录。通过中央财政补
贴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鼓励更多
的企业参与资源化利用。

三是建立信息化服务平台，提
高回收企业组织化水平，提升废旧
组件回收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能力，开展信息采
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建立更加
高效完善的回收网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张利文：

“退役”进入密集期
重视光伏组件回收处置

本报记者 王硕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中
国第 38次南极考察由“雪龙”
船和“雪龙2”船共同执行考察
任务，“雪龙2”船于2022年 4
月 20 日返回上海国内基地码
头，行程 3.1 万余海里，“雪
龙”船于2022年4月26日返回
上海国内基地码头，行程3.3万

余海里。中国第38次南极考察队
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出发，历时
174天，顺利完成南极长城站、中
山站物资补给和人员轮换任务，开
展了站基多学科和近岸海洋业务化
观测，对南大洋生态系统进行了调
查，积极开展考察物资补给国际合
作，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自然
资源好书荐读活动在第27个世
界读书日由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
中心主办，活动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当天揭晓了
20本自然资源好书。

这20本好书分别是：《论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
出版社）、《新〈土地管理法〉学习
读本》《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从古
至今——地球演化简史》（中国大
地(地质)出版社）、《中国共产党
100年地图集》《新时代国土空间
规划——写给领导干部》《走近地
球之巅》（中国地图出版社）、《全
球海洋科学报告》《中国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的理念与实践》《我的鲨
鱼朋友》（海洋出版社）、《国家公
园在中国》《中国野生动物》《“童
眼看湿地”自然探索丛书》（中国
林业出版社）、《自然资源野外工
作和生活指南》（西安地图出版

社）、《我和我的祖国——少儿版图
知识读本》（成都地图出版社）、《跟
着蛟龙去探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珠穆朗玛日记》（长江文艺出
版社）、《这里是中国2》《读懂碳中
和》（中信出版社）、《奇妙的生物世
界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次活动启动以来，面向全国
14家出版社征集自然资源相关图
书69本。这些图书种类多样，既有
重大主题图书、研究专著、译著，也
有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精美
画册；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庆祝建党
百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土地管
理、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海洋
科学与海洋知识科普、国家版图知
识、珠峰高程测量、国家公园、美丽
中国、地球与地理科学、碳中和、动
植物与生命科学等方面，其中不乏
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北京市科
协科普创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的精
品出版物。

20本自然资源好书揭晓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近日，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草地虫鼠害监测与防控创新团
队，通过比较不同鼠种的抗药相
关基因的分子进化特征，揭示了
抗药靶基因Vkorc1基因的快速
进化是干旱区鼠类对抗凝血灭鼠
剂产生天然高耐药性的重要因
素。该研究从进化的角度解析了
干旱区鼠类高耐药性的分子机
制，为荒漠区和半荒漠区鼠害防
治提供了理论参考。

抗凝血类灭鼠剂是目前鼠害
防控中最常用的一类化学灭鼠
剂，但鼠类容易对其产生抗药性。
已有研究发现干旱区部分鼠种天
生对抗凝血灭鼠剂具有高耐药
性，而且耐药基因还可以通过种
间杂交传递到敏感鼠类种群中，
从而影响抗凝血杀鼠剂的应用。

研究表明Vkorc1 基因（维生
素K环氧化物还原酶亚单位 1基
因）、γ-谷氨酰胺羧化酶基因和醌
氧化还原酶1基因与鼠类的抗药性
相关。该团队对比分析了这3个基
因在46种啮齿动物间的分子进化
特征，发现干旱区鼠类肥沙鼠、以色
列盲鼹鼠和已知高耐药性鼠种地中
海小家鼠的Vkorc1基因均发生了
快速进化。进一步分析该蛋白的3D
模型，发现该蛋白呈“口袋状”。干旱
区鼠种该蛋白口袋内侧和顶端区域
的氨基酸突变可能影响药物与蛋白
的结合，导致高耐药性的形成。

该研究得到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农
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等项目的资
助。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农业害虫
防 治 科 学（Pest Management
Science）》上。

荒漠区和半荒漠区鼠害防治有“妙招”

第38次南极考察胜利回国

30年前，你也许无法想象，有一天能
够拿着一个小盒子，不需要任何连线，随时
随地与远方的家人视频沟通，通过小盒子
连接世界……

20年前，也许还没人相信，用一个瓶子
能把光储存起来。直到1998年，来自丹麦的
女物理学家莱恩·韦斯特加德·豪等人用电
磁感应透明现象把光的速度从30万公里/秒
骤减到17米/秒；2000年，她们成功地把光子

“冻结”了一分钟时间；2006年，帝国理工的
Pendry等人提出可以用类似“光子黑洞”的
思路来束缚住光，让其无法离开……到目
前，已经有很多办法可以来实现量子存储，
从而更好地支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

“我们现在对于未来的所有想象可能
都是保守的，因此我们要更加勇敢！”4月
26日，在2022年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
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红指出，未来数字
技术将以超过十年百倍的速度增长，然而
现有很多理论和技术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一
百多年前提出的，基于这些理论和技术的
应用已经开始遇到瓶颈。

“面向未来，只有大胆提出假设、大胆
提出愿景，敢于打破既有理论与技术瓶颈
的条条框框，才能大踏步前行。”为此，华为
面向未来提炼出两个基础科学问题以及八

个前沿技术挑战，希望与学术界、产业界一起
共同探索，开展研究。

两个基础科学问题是：机器如何认知世
界，能不能建立适合机器理解世界的模型；如
何理解人的生理学模型，尤其人体八大子系
统的运行机制以及人的意图和智能。

八个前沿技术挑战包括：在人机接口上如
何发展新的感知和控制能力，例如脑机和肌机
接口、3D显示、虚拟触觉、嗅觉、味觉等；在健康
上如何连续、无感知地测量人的血压、血糖和心
电；能不能通过AI强人工智能帮助发明新的化
学药、生物药和疫苗；在软件上如何发展以应用
为中心，面向价值与体验的高效率自动化和智
能化软件；在通信上如何接近和扩展香农极限，
实现区域级和全球级的高效、高性能连接；在计
算上如何发展适应性与高效率的计算模式、发
展非冯·诺伊曼计算架构与非传统部件、发展可
解释和可调试AI；在材料上，如何通过AI帮助发
明新的分子、催化剂和器件；在制造上如何发展
出超越传统CMOS制造的技术，达到更低成本、
更高的效率；在能源上能不能发展出安全、高效
的能源转换和储能，提供按需服务。

周红表示，华为正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全
球优秀人才一起探索创新。4月30日，华为将
推出线上黄大年茶思屋，面向全球开放，打造
科学和技术交流通道。

华为提出面向未来的十大科学假设与商业愿景
本报记者 王硕

权威声音
quanweishengy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