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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
据新华社电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天问一号探
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
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
陆火星取得成功。中共中
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
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
中央军委，向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
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
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
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
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
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
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
展。你们勇于挑战、追求卓
越，使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祖国和
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卓
越功勋！

习 近 平 强 调 ，希 望 你
们再接再厉，精心组织实
施好火星巡视科学探测，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精心
推进行星探测等航天重大
工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为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
看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火

星着陆情况。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在现场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电。

贺电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

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同
志：

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
之际，天问一号探测器着
陆火星取得成功，我代表
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
贺和诚挚的问候！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
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
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
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
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
国人的印迹，这是我国航
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进展。你们勇
于挑战、追求卓越，使我国
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
先进行列，祖国和人民将

永 远 铭 记 你 们 的 卓 越 功
勋！

希 望 你 们 再 接 再 厉 ，
精心组织实施好火星巡视
科学探测，坚持科技自立
自强，精心推进行星探测
等航天重大工程，加快建
设航天强国，为探索宇宙
奥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5 月 15 日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贺电

联播+5 月 14 日，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推进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 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南水北调是我国跨流
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
骨干工程。东线、中线一
期 主 体 工 程 建 成 通 水 以
来 ，已 累 计 调 水 400 多 亿
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
1.2 亿人。

如何扎实推进南水北
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央视网《联播+》特梳理总
书记重要讲话要点，与您
一起学习。

六条宝贵经验
南水北调工程具有重

大意义
◆ 坚持全国一盘棋，

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
中央，从中央层面通盘优
化资源配置。

◆ 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中央层面统一推动，集
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
要素，统筹做好移民安置
等工作。

◆ 尊重客观规律，科
学审慎论证方案，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既讲人定胜
天，也讲人水和谐。

◆ 规划统筹引领，统
筹长江、淮河、黄河、海河
四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
顾 各 有 关 地 区 和 行 业 需
求。

◆ 重视节水治污，坚
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
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 精确精准调水，细
化制定水量分配方案，加
强从水源到用户的精准调
度。

六项重点工作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高质量发展
◆ 要坚持系统观念，

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分析
问题，处理好开源和节流、
存量和增量、时间和空间
的关系，做到工程综合效
益最大化。

◆ 要坚持遵循规律，
研判把握水资源长远供求
趋 势 、区 域 分 布 、结 构 特
征，科学确定工程规模和
总体布局，处理好发展和
保护、利用和修复的关系，
决不能逾越生态安全的底
线。

◆ 要坚持节水优先，
把节水作为受水区的根本
出路，长期深入做好节水
工作，根据水资源承载能

力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产
业结构、人口规模。

◆ 要坚持经济合理，
统筹工程投资和效益，加
强多方案比选论证，尽可
能减少征地移民数量。

◆ 要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保护，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和 系 统 治
理，加强长江、黄河等大江
大河的水源涵养，加大生
态保护力度，加强南水北
调工程沿线水资源保护，
持续抓好输水沿线区和受
水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

◆ 要 加 快 构 建 国 家
水网，“十四五”时期以全
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
目标，以优化水资源配置
体系、完善流域防洪减灾
体系为重点，统筹存量和
增量，加强互联互通，加快
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
动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
水安全保障。

两点要求
完善后续工程规划和

建设方案
◆ 要审时度势、科学

布 局 ，准 确 把 握 东 线 、中
线、西线三条线路的各自

特点，加强顶层设计，优化
战略安排，统筹指导和推
进后续工程建设。

◆ 要加强组织领导，
抓紧做好后续工程规划设
计，协调部门、地方和专家
意见，开展重大问题研究，
创新工程体制机制，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
命感做好各项工作，确保
拿出来的规划设计方案经
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为开好这次座谈会，5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南阳市淅川县的水利设
施、移民新村等，实地了解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管
理运行和库区移民安置等
情况。 来源：央视网

重磅会议召开！
习近平擘画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宣布：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
会 5 月轮值主席，将于 5 月
16 日举行安理会巴以冲突
问题紧急公开会。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以视
频方式主持上述会议并发
表讲话。

近日，巴以冲突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地区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中方作为安

理会轮值主席，已推动安理
会两次就巴以冲突举行紧
急磋商，并起草安理会主席
新闻谈话。中方希望通过
16 日 的 安 理 会 紧 急 公 开
会，推动各方立即停止敌对
行动，尽快重启政治对话，
同时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
安理会为缓解紧张局势、政
治解决中东问题发挥积极
作用。

来源：外交部网站

天问着陆火星，刻下中国印迹
历经 9 个多月的长途

跋涉，经历惊心动魄的“9
分钟”，中国火星探测器天
问一号成功着陆在火星表
面 。 这 是 振 奋 人 心 的 场
景 ，这 是 令 人 自 豪 的 时
刻。习近平总书记在贺电
中指出：“天问一号探测器
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
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
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
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
星，既是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的重要一环，也是

奠 定 任 务 成 功 的 关 键 一
步。待到“祝融号”火星车
驶出，在位于火星北半球
的乌托邦平原迈开脚步进
行科考，中国首次火星探
索计划也将圆满实现预期
目标。从去年 7 月 23 日成
功发射揭开我国地外行星
探测新篇章，到成为我国
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首
次拍摄火星高清影像，再
到实现我国首次地外行星
着陆，短短 10 个月不到的
时间内，天问一号创造了
我国深空探测领域的一系
列新突破，推动我国星际
探测再上新台阶，无疑也
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一次壮

举。
踏 上 遥 远 的 红 色 星

球，彰显着中国航天人执
着勇毅的探索精神。火星
探测风险高、难度大，长途
星际飞行存在不确定性。
尤其是着陆火星面临巨大
风险考验，在仅有五成左
右成功率的人类火星探测
任务中，火星着陆是失败
率最高的阶段。稀薄而不
稳定的火星大气，复杂的
火星表面地形，极其严重
的火星尘暴，再加上通信
延迟，天问一号经历了此
次探火旅程中最为艰难的

“9 分钟”。中国航天器首
次登陆火星，就毫发未损

过关，令世界惊叹。这背
后，是地外行星软着陆等
一系列关键技术的保驾护
航；这短短几分钟，凝结着
中国航天人昼夜不息的攻
坚克难、卓越创新。

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
球最为相似的行星，也是
一颗承载人类最多想象的
星球。当前，人类太空活
动范围已覆盖太阳、行星
及其卫星、小行星等各种
类型天体。对行星的探测
和研究，既能够拓展和延
伸人类活动空间，也有助
于解开地球自身的秘密，
并对地外生命的寻找产生
重要影响。作为中国行星

探测的第一站，火星探测
是从月球到行星探测承前
启后的关键环节，肩负着
非凡的意义——从火星起
步，然后向更遥远的行星
及星际进发，无论是发展
航天尖端技术还是科学的
全新探索，乃至满足人们
对浩瀚宇宙的好奇心，都
将有着巨大的收获。此次
实现火星的着陆以及后续
的火星巡视探测，不仅仅
是太空技术的跨越，也是
行星科学领域的突破。再
接再厉，精心组织实施好
火星巡视科学探测，坚持
科技自立自强，精心推进
行 星 探 测 等 航 天 重 大 工

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我
们就一定能为探索宇宙奥
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火 星 你 好 ，中 国 来
了 ！”“ 为 祖 国 航 天 人 点
赞”……天问一号登陆火星
之时，互联网上一片沸腾，
写 满 对 中 国 航 天 人 的 致
敬，洋溢着中华儿女的自
豪。火星已在脚下，梦想
又一次脚踏实地；星辰大
海在招手，中国航天人再
次进发。我国第一辆火星
车 即 将 在 火 星 上 闪 亮 登
场，让我们期待“祝融号”
的精彩表现。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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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表彰全军 战略规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

电 日 前 ，中 央 军 委 印 发
《关于表彰全军战略规划
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的 通 报》，对 10 个 全 军 战
略 规 划 工 作 先 进 单 位 和
18 名 全 军 战 略 规 划 工 作
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通 报 指 出 ，近 年 来 ，
全军各级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
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
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决
策 部 署 ，坚 持 瞄 准 强 敌 、
聚 焦 实 战 ，坚 持 系 统 谋
划 、顶 层 统 筹 ，坚 持 质 量
第 一 、效 益 优 先 ，聚 力 攻
坚 克 难 、锐 意 改 革 创 新 ，
全力推进新时代强军战略
设计，全力推进“十三五”

规划任务落实，全力推进
战略管理改革，规划理念
加快更新、规划模式加快
转 型 、规 划 能 力 加 快 提
升，涌现出一大批战略规
划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

通 报 要 求 ，全 军 各 级
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
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

建 军 、改 革 强 军 、科 技 强
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
聚焦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创 新 战 略 设 计 、战 略 实
施 、战 略 评 估 ，不 断 提 高
战 略 谋 划 和 宏 观 管 理 水
平，努力推动军队建设高
质量发展，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不懈奋斗。

“天问”携“祝融”成功落火
国际媒体纷纷“点赞”

中新社北京 5 月 16 日
电 综合消息：根据“祝融
号”火星车发回的遥测信
号 确 认 ，北 京 时 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
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
原南部预选着陆区，中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
星取得圆满成功。对此，
国际媒体纷纷发文点赞。

《自然》杂志在报道文
章中称：“‘祝融号’火星车
的着陆是迄今为止中国深
空探测能力的最大考验。”
报道援引意大利博洛尼亚
摄电天文学研究所的行星
科学家罗伯托·奥罗塞说，
这项任务“对中国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它
们一次就完成了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 (NASA)花了几
十年才完成的任务”。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5
日报道称，俄航天集团总
经 理 罗 戈 津 在 推 特 上 写
道：“俄航天集团欢迎航天
大国 (中国)对太阳系行星
探索。中方探测器在火星
表面成功着陆，是中国太
空探索计划的巨大成功。”
他还强调，俄方支持加强
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宇宙
探索。

美联社等多家国际媒
体都援引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副局长托马斯·祖尔
布琴在其推特账号的发文
说：祝贺中国国家航天局
的天问团队，他们让中国
的第一个火星车“祝融号”
成功着陆！我们与全球科
学界一道，期待着这次任
务将为人类了解火星作出
重要贡献！

此外，亦有多家媒体援
引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
学天文学家、澳大利亚皇家

研究所首席科学家阿伦·达
菲的观点说，这一历史性的
成功着陆，意味着中国已经
加入了航天国家精英俱乐
部。

法新社报道称，这是中
国探索太空雄心的胜利，也
是一个国家首次执行火星
任 务 所 获 得 的 历 史 性 创
举。中国在太空领域赶超
美国等国家的过程中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的这一成就成功确立
了中国在太空竞争新时代
的主要竞争者地位，美国现
在在火星上也有伙伴了。

《纽约时报》援引独立
分析师南拉塔·戈斯瓦米的
表态说：“中国(探测器)成
功登陆火星向世界表明，还
有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星
际空间能力。”

“鉴于任务的艰巨性，
成功着陆是一项了不起的
成就。”英国广播公司(BBC)
网 站 刊 文 指 出 ，“ 在 此 之
前，只有美国完成了这个任
务。中国‘祝融号’火星车
着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在
中国自主控制下进行的。”

该文章指出，登陆火星
向来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
战。但鉴于中国最近在努
力进行太空探索方面表现
出的巨大能力，中国是有信
心完成这个挑战的。该文
章援引专家的分析说，这一
成功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
鼓舞，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可
以为人类知识库贡献更多
力量。

《经 济 学 人》刊 文 指
出，“祝融号”火星车成功
着陆火星这一壮举展示了
中国探索太空的能力在不
断增强。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整装待发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中 新 社 文 昌 5 月 16
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5 月 16 日，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长征
七号遥三运载火箭组合体
已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
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
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
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
等工作。

4 月 29 日 ，中 国 在 文
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
B 火箭成功将天和核心舱
送入太空，此举标志着中
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
面展开。按照空间站建造
任务规划，今明两年中国

将 接 续 实 施 11 次 飞 行 任
务，于 2022 年前后完成空
间站在轨建造。

此 前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在接
受采访时透露，继天和核
心 舱 后 ，在 接 下 来 的 5、6

月份，中国将分别实施天
舟二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
二 号 载 人 飞 船 的 发 射 任
务。其中神舟十二号飞船
的航天员乘组由 3 名航天
员组成，他们将在轨驻留
3 个 月 。 此 后 ，中 国 还 将
在 今 年 9、10 月 分 别 实 施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飞行任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