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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探月工程中国探月工程““绕绕、、落落、、回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

““嫦五嫦五””创造五项创造五项““中国首次中国首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冯 华华

● 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

● 地外天体上点火起飞、精准入轨

● 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

● 携带月样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

● 建立月样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五项“中国首次”

12月17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探月工
程嫦娥五号任务有关情况发布会，国家航天局
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在会上介
绍，17日凌晨 1时 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
月球样品成功着陆，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嫦娥五号任务标志中国具
备地月往返能力

吴艳华介绍，嫦娥五号是中国复杂度最
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
了中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11月24日长征五号
准时并成功发射，之后探测器地月转移、近月
制动、两两分离、平稳落月、钻表取样、月面
起飞、交会对接及样品转移、环月等待、月地
转移，17日再入返回、安全着陆，整个工程任
务现在转入了科学研究的新阶段。23天的时间
内，嫦娥五号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
种方式采样、五次样品转移，经历了11个重大
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

据介绍，嫦娥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
国首次”，一是在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二
是地外天体上的点火起飞、精准入轨，三是
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
带月球样品以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
是建立中国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
统。此次任务的成功实施，是中国航天事业
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标志着中国具备
了地月往返能力，实现了“绕、落、回”三
步走规划完美收官，为中国未来月球与行星
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类44年以来再次获得月
球样品

伴随着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人类44年
以来再次获得月球样品，此次月球样品的研究
备受关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探月工程
三期副总设计师李春来介绍，嫦娥五号的采样

点选择了风暴洋东北角的玄武岩区域，这是全
新的采样区域，全新的样品研究，对月球表面
的风化作用、火山作用和区域地质背景、区域
地质演化方面应该能作出很多科研贡献。

月球样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吴艳华说，
后续，将依据月球样品及数据管理办法，广泛
征集合作方案，鼓励国内外更多科学家参与科
学研究，力争获得更多科学成果。

“除了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作为主
要存储地点以外，还将在湖南韶山毛主席的故
乡进行异地灾备，他提出的‘可上九天揽月’
的夙愿实现了。”吴艳华说。

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
工程将接续实施

以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为起点，中国探
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将接续实施。

围绕月球探测主题，基本规划确定探月工
程四期，总共包括四次任务。第一次任务是嫦
娥四号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第二次任务是
嫦娥六号，将进一步优化论证工程目标和科学
目标。规划当中还有嫦娥七号和八号任务。吴
艳华表示，我们准备以此为契机，与有关国家
和国际组织合作，共同论证初步建设月球科研
站的基本能力或者验证核心技术。

关于行星探测的规划也基本明晰。按照预
定计划，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将于明年
2月中旬到达火星，开始绕火探测。明年5月中
旬，计划着陆火星巡视探测。此外，还规划了
3 次行星探测任务，包括一次小行星的探测和
取样，一次火星的采样返回以及一次木星系环
绕探测和行星穿越探测。

（上接第一版）
——“月面起飞”载入史册。12 月 3 日

23时 10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月面点火，约 6
分钟后顺利将携带月球样品的上升器送入到
预定环月轨道，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地外天体
起飞。

没有一马平川的起飞地，没有成熟完备
的发射系统。嫦娥五号月面起飞可谓困难重
重，不确定性极大，但在航天科技人员的精
心控制和引导下，完成了这一载入中国航天
史册的壮举。

——“旗开月表”振奋人心。经过科研
团队的数据接收和处理，12 月 4 日下午，国
家航天局公布了嫦娥五号在月球表面国旗展
示的照片。

五星红旗月球闪耀，自豪激动溢于言
表。这是继嫦娥三号、四号任务后，五星红
旗又一次展现在月球表面，同时也是五星红
旗第一次月表动态展示。

——“太空拥吻”惊险浪漫。12月6日5
时42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返回
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将月球样品容器安全
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实现
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这份中国最远的“宇宙快递”，在 21 秒
内完成一“抱”一“抓”、用一次堪称“教科
书式的对接”，顺利完成了月球样品的转移和
接力，让历经千难万险采集到的月球样品，
一气呵成踏上来地球的路。

探月工程总指挥、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
俭表示，嫦娥五号任务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
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其成功实
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
划如期完成，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一大步。

与月亮相约
我们是认真的

早在20世纪初，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
基梦想乘坐火箭去其他行星，甚至去恒星旅
游，由此创立了著名的火箭理论。此后，曾
经遥不可及的穹顶再也无法阻止人类的脚步。

从50年前中国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到50年后嫦娥五号首次实现
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岁月不居，时
节如流。”穹顶之上，中国人用一道道壮丽的
航迹标注着创新的坐标。

就在嫦娥五号踏上归途之际，细心的网
友通过对比发现，原来10多年前，世界上的
主要航天国家都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探月规
划：有的想发射探测器到月球、有的想载人
登月、有的想去月球建科研站……

时至今日，能够实现自己当年定下的探月
目标的，并不在多数。月亮虽然高高挂在月空
当中，但真的要去探索和接近它，绝非易事。

在一份份宏大绚丽的规划面前，中国航
天人并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而是选择用

“绕、落、回”三步走的方案，稳扎稳打地实
现自己的探月目标。

经过 16 年努力，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了
“六战六捷”的优异成绩，不超预算、不降指
标、不拖时间，如期完成三步走规划，圆满
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在月

球探测领域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与月亮相约，我们无疑是认真的！”探

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
说，中国探月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为了兑现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都是一棒接着一棒干、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
的逐梦之旅。

“整个嫦娥五号的研制可谓‘十年磨一
剑’，其间遭遇过挫折、更经历过失败，我们
始终秉持‘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
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次次苦尽甘
来、一次次闯关夺隘，终于将嫦娥‘五姑
娘’顺利嫁了出去。”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
计师胡浩说。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为，
则无不成。”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国家航天局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说，嫦娥五
号任务的成功，无疑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体现了我
们“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魄力和“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

“待到四子王旗会，工程大计好收官。16
年来，我们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的
目标，使我们国家在深空探测领域进入到能
够从月球返回的一个先进国家的行列。”探月
工程首任总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栾恩杰说。

牧星耕宇追梦人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
实干。

从嫦娥三号、玉兔号到嫦娥四号、玉兔

二号，再到嫦娥五号，一个个中国探测器成
功到访月球所勾勒描绘的，是中华民族走向
伟大复兴的逐梦足迹。

探月逐梦的背后，当然少不了一群牧星耕
宇的追梦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从大山深处
到大海之滨，一路追随、永不言弃；从翩翩少年
到白发院士，他们矢志奋斗、不胜不休……

“心至苍穹外，目尽星河远。”这是中国
航天人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此刻，抬头仰望
夜空中的那轮明月，真的已经触手可及。

“那一刻，我仿佛和‘嫦娥’化身为了一
体，在太空中转啊转、转啊转……”当探月
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回忆起嫦
娥一号被月球引力捕获时的场景，他形容自
己快乐得“就像忘掉了身边的一切”。

当嫦娥五号带着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已
经 80 多岁的欧阳自远，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他说：“嫦娥五号肩负着对月球科学发展的一
个重大任务，我们将搞清楚更多关于月球演
化历史的问题。”

歌婵娟之圆缺，叹宇宙之无穷。
半个世纪前，苏联月球 16 号将 101 克月

壤样本带回地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
现月球无人自动取样并送回地球的探测器。
整整50年后，在地球的东方，一群追月逐梦
的华夏儿女，上演了一出“月宫取宝、月轨
对接、太空投递”的壮举。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自嫦娥五号轨道
器立项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
探月工程负责人张玉花就带领团队“白手起
家”，展开了攻坚研制之旅。

嫦娥五号轨道器是张玉花探月之路上经历

时间最长、研制最为艰苦的一个航天器。如今，历
经七年研制、三年贮存，终于一朝成功梦圆。

小名“秋月”的张玉花，仿佛注定与月
亮有缘。她在载人航天领域干了18年，一纸
调令来到探月，从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再到
嫦娥五号，一路走来、从无到有，她带领团
队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向月球。

“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从探月出发，我们还将走得更远。”张玉花说。

“十年妆成始出阁，驾金车，过天河，寂
寥蟾宫，新影更婀娜。玉镜为台舒秀臂，撷
仙土，回故国。”网络上，一阕航天人所作的

《江城子》刷屏了。
“中国人是不是离登月不远了？”刷屏

后，一位网友留下这样一行问题。
正如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所言：“人类
在地球、太阳系都是很渺小的，不走出去，
我们注定难以为继。”

展望未来，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月球
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嫦娥七号将
对月球南极地形地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
等进行综合探测。嫦娥八号除继续开展科学
探测试验外，还将进行关键技术的验证。

“步入快速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十年，我们
将向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探索浩瀚宇
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让我们的思
想跨过恒星的距离，遥望未来的美丽家园，
牧星耕宇。”吴伟仁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胡喆、
彭韵佳、陈凯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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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送王船”申遗成功
中国共42个项目列入非遗名录 居世界第一

本报北京12月 17日电 （记者
郑娜）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北京时间12月17日晚，中国单独申
报的“太极拳”、中国与马来西亚联
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
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两个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
审通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
此，中国共有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册），居世界第一。

太极拳自 17 世纪中叶形成以

来，世代传承。太极拳对于习练者
的性别、年龄、体质、职业、民族
没有限制，通过习练太极拳，人们
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同时，也
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送王船是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
地区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禳
灾祈安的民俗活动。自15至17世纪
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
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
东南亚地区。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
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是中华文
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
交融的生动例证。

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境内，拥有全球海拔
最高的客运索道、冰川咖啡馆等特色项目。每年10月至次年7月是达古冰川的冰雪
期，近日已进入最佳冰雪旅游季。图为达古冰川景区的客运索道。 孟 波摄

冰雪达古

本报北京12月 17日电 （记者
叶晓楠） 今天，中国致公党第十五届
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
开。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代表第十五届
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工作报告。致公党中
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主持开幕会。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致公党团结海外侨胞、港
澳台同胞和留学生，齐心协力，共
抗疫情，展现“致公担当”，彰显

“侨海力量”；以助力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为目标，致酉合作、毕节帮
扶成效显著，脱贫攻坚理论和调查
研究得到加强。

中国致公党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

据新华社拉萨 12
月 17日电 （记者王炳
坤、李键） 记者从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 17 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目前，西藏公立藏医
医疗机构发展到 44所，
拥有藏药国药准字号
311 个，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的藏医药服务
覆盖率分别达到 94.4%
和 42.4%，传统藏医药
的传承、创新和发展，给
高原群众的卫生健康带
来福音。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一级巡视员普琼介
绍，藏医药是中华民族
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西藏以“传
承精华、守正创新”为
根本出发点，制定推进
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实施方案。在藏药产业
能力提升上，西藏引导
藏药生产企业向标准
化、规范化和规模化迈
进，目前全区通过国家
GMP 认证的藏药企业
发展到 17 家，从事藏

药生产人数达到 1800 多人，全区
藏药生产产值达到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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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安徽
省定远县公安局
以街面警务站为
单位，建立了 10
个集警务巡逻与
便民服务为一体
的“金盾驿站”。
图为“金盾驿站”
工作人员在执行
护学任务。

杨庆元摄

“金盾驿站”守护一方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