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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
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
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40 多年来，中
国人造卫星“队伍”不断壮大，并在一
些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许多国家
和地区提供服务。

中国卫星事业如何从无到有发展
起来？中国卫星如今在国际上处于什么
位置？请随记者一起走进中国卫星“大
家庭”。

中国卫星大家庭

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
人造卫星，开辟了人类除陆地、海洋和
大气层之外新的活动疆域。

1970 年，一首《东方红》乐曲让全
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这让中国
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第
五个完全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发射卫星
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升空至今，中国已能
独立研制、发射和应用不同种类不同用
途的卫星。数据显示，自1970年第一颗
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以来，中国共计
发射卫星400余颗，在轨卫星超200颗。

如今，中国形成了由通信、气象、导
航、空间科学等各类卫星组成的卫星大
家庭。这其中，不乏让全世界关注的
“明星”。

比如，北斗导航卫星已具备在亚太
地区提供高精度定位基本服务能力，今

年年底将完成 18 颗卫星发射，具备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基本
服务能力；风云气象卫星正在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500 多家用户提
供卫星资料和产品，免费为“一带一路”
国家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服
务；“墨子号” 量子卫星将量子纠缠分发
的世界纪录从百公里级提高到千公里级，
从技术上验证了构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
的可行性……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航天强国。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卫星数量、发射次数不
断增加，每年发射大约 20 颗卫星，仅今年
以来，就已进行 17次航天发射。

自主唱响“东方红”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国
空间事业的序幕，“东方红” 系列卫星也
见证了中国卫星事业的发展历程。

1999 年，东方红四号大型通信卫星
平台立项论证工作紧锣密鼓，37 岁的周
志成走马上任，担起“东四”大平台总设
计师的重任。“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声
音支持对外采购、合资，但高技术是买不
来、租不来、要不来的。在老一代科学家的
努力下，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东方红四号卫星研制成功，一举摆脱了中
国卫星通信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成功实现
出口。”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周
志成院士回忆说。

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的建成，开启了
中国进入国际商业通信卫星市场的大门。

中国整星出口的通信卫星中 9 颗都是以
东四平台为基础，其中，玻利维亚通信卫
星转发器出租率超过 80%，卫星运营获得
2016 年度最佳新兴运营商奖。同时，中国
通信卫星在轨险费率低于全球水平，这表
明中国卫星性能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产品指标和可靠度获得用户和业内广泛
认可。

近 5 年来，中国军民通信卫星 100%
自主研制，连续发射成功率居世界前列。
东方红五号技术试验卫星将于今年底发
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还启动了
“鸿雁星座”计划，届时将建成自主可控、
面向全球的移动宽带互联网系统。

“中国坚持以我为主的研制路径，允
许试错、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让中国航
天事业一步步做大做强。”周志成说。

新时代的“两弹一星”

如果说“东方红”系列见证了中国卫星
事业的发展，那么在吴季看来，发展空间科
学卫星系列是新时代的“两弹一星”任务。

2011 年，中科院设立空间科学先导
专项，吴季开始领衔中国空间科学的总体
规划。他认为，空间科学计划要求实现原
始性的创新突破，其中大部分技术需求都
是世界首次，如果实现则会成为国际领先
的技术能力。

比如，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悟空
号”有效载荷关键指标超过国际同类探测
器水平，能量分辨率达到世界第一；实践
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搭载了 19 项科

学实验，是人类迄今为止单次空间微重力
和生命科学实验项目及种类最多的卫星
任务；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让中
国在量子科技创新方面成为领跑者；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慧眼号”填补了中
国空间 X射线探测卫星的空白。

如今，中国已独立自主发展了多种应
用卫星，并在多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全面掌握
高端航天技术并拥有空间系统的国家。以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例，拥有以近
5000 项发明专利为代表的核心技术，在
星船回收、热控、姿轨控、电推进等领域跻
身世界前列；

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卫星通信体
系。中国制造通信卫星的波束覆盖了全球
80%的地区和人口，为大批“一带一路”
国家提供了通信保障支持；

中国通过系列高分辨率卫星的发射，
到 2020 年将形成全天候、全天时、全球覆
盖的陆地、大气、海洋对地观测能力；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面向全球
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系统建成
后性能与 GPS 相当，将使中国卫星导航
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目前已成功完成了载人航天工
程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计划到 2022
年前后建成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中国探月成就在国际航天界广受好
评，嫦娥四号探测器计划今年在月球背面
着陆，将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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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的“中国星”：超 200 颗在轨

虽然中国队缺席 2018 年俄罗斯世
界杯，但中国人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热情
领先于各国。近日，携程发布《2018 世
界杯俄罗斯旅游消费报告》：世界杯期
间预计有 10 万名中国游客赴俄旅游、
观赛，在各国赴俄游客中位列前三，预计
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 30 亿元 （人民
币）的收入。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客源国。在以旅
游为目的到访俄罗斯的入境游客中，中国
游客人数连续多年排名第一。数据显示，
2017年，赴俄中国游客量达到147万人
次，为俄罗斯各个领域带来的收入不少于
18亿美元（约合116亿元人民币）。

“从航班运力看，目前中国每天约
有 20 个航班直飞俄罗斯，按照每个航
班有约 200 个座位算，若每架客机满
员，每天将有 4000 人入境俄罗斯。很多
热门城市的出发航线平均客座率在

90%以上。再加上可以转机前往，中国球
迷和游客将很大程度成为俄罗斯世界杯
旅游的主力。”携程出境游负责人肖吟
元表示。

签证、汇率、航班，中国游客
赴俄看球通行证

据统计，仅携程一家旅行社，今年世
界杯期间就有超过 5000 人报名跟团
游、自由行、定制旅游、海外玩乐等产品
赴俄旅游，是 4 年前巴西世界杯期间赴
巴西人数的 10多倍。

世界杯官方市场评估机构的民意调
查显示，中国受访者中有 87%的人表示
会关注和观看世界杯，超过俄罗斯、巴
西、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国际球联最新
数据显示，虽然中国队未能进入小组赛，
2018 年世界杯中国公民目前购买了
40251 张门票，排名世界第九。加上中国

赞助商分配的门票以及常规游客，估计世
界杯期间将有超过 10 万名中国游客来到
俄罗斯。

签证、汇率、航班三大实际利好给了中
国游客跨国看球的通行证。据了解，今年西
安、南昌、贵阳、福州等城市分别开通了直
飞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航班。俄罗斯
是中国游客签证最便利的欧洲国家之一。
近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公民出台了多项
签证利好：包括团队免签、持世界杯门票免
签、远东免费电子签政策。

汇率方面，2014 年以来，卢布与人民
币汇率一直保持低位。今年人民币兑卢布
汇率相较去年同期又升值了 15%左右，赴
俄旅游购物更省钱。

今年，俄罗斯旅游产品也大幅增加，仅
在携程平台，可以选择的线路就超过 600
条，国内外旅行社、俄罗斯当地旅游服务商
等，都针对中国市场开发了丰富的新产品。

中国游客人均花费预计超 3万元

中国游客在世界杯期间将为俄罗斯贡
献多少收入？携程预计，从团费、世界杯门
票、当地消费等估算，世界杯期间，中国游
客赴俄罗斯旅游人均花费将超过 3 万元，
以总人数 10 万估算，赴俄花费预计消费
30亿元人民币。

世界杯期间，由于各国游客涌向俄罗
斯，当地酒店和旅游资源价格暴涨。携程旅
游统计，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世界杯期间，
赴俄跟团游、自由行平均卖价为 1.4 万元
左右，比平时上涨约 50%。世界杯观赛旅
游团，从携程线下门店的订单看，人均花费
超过 3万元。而资深的球迷偏向于选择更
好的场次，携程主题游平台的世界杯观赛
线路，人均订单花费超过 5万元，半决赛 +
决赛俱乐部坐席的观赛团，更是高达人均
近 18万元。 中国青年报

世界杯旅游消费报告：10万国人赴俄花费预计超 30亿元

小宇明显比同学们高太多

个子长高点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
事，不过，个子太高可能也很麻烦。在四
川省乐山市，有一位小学生小宇身高已
经长到了 206厘米。据吉尼斯世界纪录
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消息，在世最高的
青少年（男性）前纪录为 215.9 厘米，但
该记录保持者现已超过 18 岁。

目前，小宇才11岁，他可能是全世界
身高最高的小学生了。该公司大中华区公
关经理表示，需要小宇的监护人通过吉尼
斯世界记录官网提交申请后，由纪录部门
协同伦敦总部做调研后才可判断。

他很特别
身高超过 2米桌子和椅子都是特制的

今年 11 岁的小宇在乐山城区一所
小学读六年级，高个子的他是学校里的
名人。“你要找那个高个子小学生哦？六
年级四班的。”学校保安得知成都商报
记者的来意后，热情地说，“确实太高

了，也重，有一次跟同学转圈摔倒了，几
个大人才把他扶起来。”

尽管小宇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角
落，但是仍显得鹤立鸡群。他捧着课本，
和同学们一起认真地回答老师的提问。
下课后，小宇与其他小伙伴一起嬉笑打
闹，还做起了游戏。对于身边这个“巨
人”，同学们早已习以为常。

“同学，你们的教室在楼上。”回想
起六年前第一次见到小宇时，班主任徐
红忍不住笑了，当初还以为他是高年级
的同学，走错了教室，“他当时起码比一
般同学高出一个头。”由于小宇身高出
众，很快他在班上得到了一个“小姚明”
的称号。

小宇的桌子和椅子都是特制的，明
显比其他同学的桌椅高出了一大截。
“这都是换了第二回了。”徐红介绍说，
现在小宇的身高已经超过了两米，肯定
还要继续长高，如果不坐相应高度的桌
椅，对他的生长发育和视力都会有一定
影响。

也很正常
爸妈 1.8 米 1.9 米多 与遗传有关

回到家中，小宇换上了宽大的军绿色
T恤，短裤，拖鞋……戴着眼镜的小宇弯了
下腰，从几道房门间进进出出，满脸带着孩
童的笑容。对于自己的身高到底有多高？小
宇也不清楚，“反正超过两米了吧。”

“来来来，量一下，都好久没给你量过
身高了。”外公祝万平拿出一把卷尺，小宇
靠着墙边站得笔直，明显已经超过了门框，
卷尺的刻度定在了 206厘米。

“啊？真的超过两米了啊？我都不晓得
他好久超过两米了。”在外婆吴梅的记忆中，
小宇一直特别高，他刚上幼儿园就比别人高
很多，可能有 130 厘米，后来就一直长高。

对于小宇远超常人的身高，家人也曾
多次带他去成都检查过。最初医生也怀疑
过是巨人症，但是他的生长激素、脑垂体等
各项检查结果又都是正常的。

“可能与遗传有关，家里人都很高。”
外婆吴梅介绍说，她的身高有 175 厘米，

小宇外公和小宇妈妈身高都是 190 多厘
米，小宇爸爸身高有 180 多厘米多，爷爷
奶奶身高也都有 170 多厘米。

他的希望
“如果小宇愿意 将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与吉尼斯世界纪
录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公关经
理张园园取得了联系。

据张园园介绍，Kevin Bradford 是前
纪录保持者，现在他已超过 18岁。目前不
能认定 206厘米是现在最高的青少年（18
岁以下）身高，需要小宇的监护人通过吉
尼斯世界记录官网提交申请后，由纪录部
门协同伦敦总部做调研后才可判断。

“现在小宇才 11岁，已经 206 厘米
了，他个子还在长，等到 18 岁不知道会长
多高了。”在吴梅看来，现在小宇可能是全
世界身高最高的小学生了。如果小宇本人
愿意的话，他们也将考虑申请吉尼斯世界
记录。

成都商报

11岁四川男孩身高 2.06 米 或是全球最高小学生

中国的杂交水稻享誉世界。那
么，中国的杂交小麦进展如何？夏收
季节，记者在天津市武清区采访北
京市农林科学院主办的杂交小麦示
范观摩与产业化研讨会，看到大片
的杂交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从 1992 年起，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等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
了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现象和材
料，历时 20 余年坚持自主创新，创
制出了一批强优势杂交小麦新组
合，在国际上创立了“中国二系杂
交小麦技术体系”。

北京杂交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首席专家赵昌平说，中国二

系杂交小麦技术体系具有完全独立
自主知识产权，其整体研发水平和
应用速度领跑国际杂交小麦领域。
近年来，陆续审定了京麦 6 号、京
麦 7 号、京麦 8 号、京麦 9 号、京麦
11、京麦 179、京麦 21 等一批丰产
稳产性好、抗旱节水能力突出的节
水高效杂交小麦品种。

实践证实，杂交小麦在丰产、节
水、抗旱、耐瘠薄等方面综合优势明
显，与常规小麦相比，可增产 20%
以上，节水 30%—50%，用种量减
少 30%以上，有望加速推动我国北
部冬麦区小麦品种的升级换代。

人民日报

我国杂交小麦丰产优势明显

先进的科技手段“牵手”水下
考古。“探索一号”科考船 6 月 18
日从海南三亚启程，前往西沙群岛
北礁海域执行我国首次深海考古调
查。本次调查个别潜次下潜深度或
将超过千米，即我国以往水下考古
工作的深海“空白区”。这是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以下简称深海所）获悉的。

据了解，本次深海考古调查计划
安排 6个潜次，每个潜次作业时间 6
至8小时。6名水下考古工作者将搭
乘 4500 米级载人深潜器 “深海勇
士”号，对西沙群岛北礁区域进行考
古调查，主要工作深度为 50 米至
200 米左右，根据工作需要，个别潜
次深度将达到400米至1000米。

目前我国水下考古缺乏深海领
域工作经验，工作大多集中在 40
米以浅海域。此次调查是我国水下
考古深海作业的初次尝试和探索，
也是我国载人深潜技术首次应用于
考古工作，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意义重大。

深海所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认
为，从未到达过的水下深度以及 6
到 8 小时的连续工作时长，考古工
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心理素质。

2017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水下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深海所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并于今年 1 月成立
“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致力于推
动我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

科技日报

我载人深潜技术首次“牵手”考古

今年高考，安徽省文理科有 9
万多高考生达到一本最低控制线。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
试考生成绩分档表，其中，理科过半
考生达本科录取线，1.8 万文科考生
达一本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了解
自己排名分档，更好地把握志愿填
报的机会。

文史类今年全省超过 1.8
万文科考生达一本线

自去年安徽省合并本科第二批
次与本科第三批次后，更多考生与
家长的关注焦点在二本录取线。记
者了解到，今年安徽省文史二本录
取线为 486分。

“从今年的高考成绩分档表
可以看出，今年安徽省文史类二
本 线 486 分 以 上 所 有 考 生 共
54896 人，全省文史类考生总数
为 22.4 万人，文史类本科比例
约为 25%。”省考试院相关人员
介绍，今年文科一本线是 550
分，在一本线以上的考生共有

18650 人。
其中，551 分考生共 414 人、

552 分 408 人、553 分 437 人，这也
是一本线上人数较为集中的几个分
数，在填报志愿时，这部分“压线”
考生要仔细参考前三年省内外高校
在皖招生的分数线，尽量规避热门
专业，防止“撞车”。

今年，全省文史类 600 分以上
的考生有 3920 人，最高分为 678
分。

理工类过半考生达到了
本科录取线

今年全省理工类考生共 27.5
万人，其中，达到二本线 432 分录
取线的共 149502 人，过半考生达
到了本科录取线。今年理工类一本
线持续走低，一本线 505 分以上考
生达 75457 人。

其中，理工类 600 分以上的考
生有 13243 人，最高分为 713 分。
根据统计，今年全省文理科 600 分
以上“学霸”超过 1.7 万人。

江淮晨报

今年安徽省超 9万高考生达一本线

日前，一节由深圳、东莞两位语
文教学名师导读的中华经典阅读
课，在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开课，与
以往不同的是，听到这堂课的不光
是现场几十名小学生，借助广东省
教研院搭建的网络教研平台，累计
48.5 万人次观看了该课程的全程
同步直播。

这是广东省 2017 年以来推
出的第八场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专题网络教研活动。广

东省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海东表
示，运用信息技术不断变革教研
方式，通过搭建不同地区不同学
校共同开展教研活动的网络空间
平台，扩大共享交流的范围与内
涵，使越来越多的师生共享最优
质的教学资源，更为快捷和更加
广泛的互动交流，对于推动教育
均衡发展和实现教育公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日报

广东 40万人同上一节中华经典阅读课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浙江大花园
建设动员部署会上获悉，聚焦“全
国领先的绿色发展高地、全球知名
的健康养生福地、国际有影响力的
旅游目的地”这一目标，浙江正式
启动大花园建设。作为开局之年，今
年，浙江共实施建设重点 140 个，
总投资将达到 1.25 万亿元，其中
2018 年计划投资 2100 亿元左右。

根据此前划定的目标任务，浙
江计划在 2022 年走前列、2035 年
成样板，整个大花园建设范围为全
省，核心区是衢州和丽水两个地市，
届时将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
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
全域大美格局，建设现代版的“富
春山居图”。

据了解，今年启动的建设重点
中，涵盖了唐诗之路黄金旅游带、
5A 级景区创建、十大名山公园、百

河综治、万里骑行绿道、静脉产业基
地、美丽乡村、幸福产业、大运河
（浙江段）文化带、珍贵彩色森林等
十大标志性工程。此外，每个地市也
都按照各自资源条件和建设定位，
进行了专项规划和相关工程的配套
跟进。

浙江还谋划实施生态环境质量
提升、全域旅游推进、绿色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提升、美丽城乡建设等
五大类百个重大建设项目，建立大
花园建设重大项目库。值得一提的
是，浙江将在美丽乡村、美丽田园、
美丽河湖、美丽城市、美丽园区等领
域，创建千个示范点并串珠成链，加
快形成全域大美格局。据估算，通过
重大项目、标志性工程以及美丽载
体的建设实施，有望带动万亿有效
投资。

农民日报

浙江启动总投资达到 1.25 万亿元的大花园建设

建设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6 月 25 日消息，游人在武汉涨渡湖湿地“水上森林”泛舟
观鸟。入夏以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的涨渡湖湿地，万余
棵池杉整齐地栽种在 1 米深的水中，人、鸟、林、水和谐相融的
独特“水上森林”奇观吸引大量游客寻访观光。

视觉中国

武汉“水上森林”成网红地
吸引游客盛夏“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