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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神十二任務耗時較原計劃長1小時
劉伯明：與地面訓練差異很大

7月4日8時11分，劉伯明躍身來到了浩瀚宇宙。這是
繼神舟七號飛行乘組順利完成出艙任務後，時隔13

年，中國航天員再次執行出艙任務。出艙活動即將結束時，
劉伯明需要將機械臂上的操作台拆除，安裝到節點艙門口的
艙外工具箱上，這時他遇到了挑戰。「操作台晃動幅度特別
大，我們也在飄着，槓桿想對上插孔，就是對不上。我一個
人裝不上，湯洪波又出來，我們兩個人也裝不上。」
「02（劉伯明），請你判斷是否需要03（湯洪波）協助你
固定腳步？」
地面發來詢問。
一米多長的操作台在太空中搖擺不定，如何完成安裝任
務，對劉伯明來說，是一場心力和腦力的考驗。劉伯明快速
作出判斷，「我請示地面，按照出艙程序拆解成兩步來操
作。後來地面採納我的建議，給它拆分了操作。」

第二次出艙 提前1小時完成
拆解口令下達完畢後，空間站正好飛出測控區。11分鐘後
再次進入測控區時，劉伯明已經將操作台安裝到艙外工具箱
上。劉伯明說，地面訓練和太空中實地執行任務差異很大，
「失重帶來的影響，在地面可能模擬不到。水下訓練有阻
力，動起來難，但在太空中想制動比較難。」
經過約7個小時的出艙活動，劉伯明與湯洪波圓滿完成了出

艙任務。首次出艙比原計劃延長了1小時，但有了首次出艙的
經驗，8月21日的第二次出艙，比計劃提前1小時完成。

初入空間站 一人拆三千螺絲
6月17日，神舟十二號三名航天員入住中國空間站。此
前，成功發射並與天和核心艙完成交會對接的天舟二號貨運
飛船已提前送去6.8噸物資。航天員入住後的首要任務是整理
物資和安裝設備設施。聶海勝介紹，整理物資和安裝設備關
係到他們後面的生活，要在幾天之內做完。「廚房、衞生間
都要裝起來，也要弄好……做這些東西要拆大量螺絲，拆了
以後還不能堆放，一步步很繁瑣，就這樣不停地在那幹。」
劉伯明形容這個階段三名航天員就像裝卸工，「我拆了3,000
多個螺絲，最後螺絲都直冒金星。」

聶海勝：我就是一個普通人
從1998年入選中國第一批航天員，到2005年神舟六號，再
到2013年神舟十號以及2021年的神舟十二號，每隔8年，聶海
勝就能拿到一張「太空入場券」，執行飛天任務。如今已經57
歲的他，是中國首位在軌持續100天的航天員。很多網友因此
把他比作超人，聶海勝說：「我就是一個普通人，這個年齡能
上去的人很多，只是好多人可能沒有這種機會。」他說，自己
的訓練一直沒有停止過，「一直不停地準備」。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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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
道，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組返回
後恢復期主要分為隔離恢復階
段、療養恢復階段、恢復觀察階
段。目前，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
組已完成第二階段工作，現已全
面轉入恢復觀察階段。航天員劉
伯明介紹，肌體恢復大概半年左
右，「恢復快的話能達到執行飛
天任務前的狀態」。目前，航天
員主要以慢跑的方式鍛煉心肺，
等身體完全恢復好後才會投入下
一步訓練。
劉伯明表示，航天員內臟、身
體各項機能都沒有受到影響，失
重主要改變了體液的分布。「現
在在太空的神十三乘組航天員臉
是腫的，看着油光泛亮感覺年輕
了，其實是充血，不是吃胖

了。」
今年46歲的湯洪波是神舟十二
號航天員乘組裏最年輕的航天
員。
對於他來說，比起日常的艱苦
訓練，成為航天員前漫長的等待
更能磨練他的意志。當同批戰友
中的劉洋、王亞平、陳冬先後飛
天時，湯洪波還沒有等來自己的
機會。2016年，他曾入選神舟十
一號飛行任務備份航天員，但仍
與飛天夢想擦肩而過。這次經歷
讓湯洪波明白要更努力提升自
己。他經常周末去單位看書，除
了午飯時間，就是在研究資料。
「現在任務越來越複雜，需要的
知識越來越多。我一直不斷學
習、學習、學習，在學習中等待
這個機會。」

港深倡增合作 共建「雙城三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
中國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通知，對加強教育
App管理推動與「雙減」政策銜接提出明
確要求，暫時下線「拍照搜題」類作業
App。
教育部這一通知稱，在各地教育行政部
門完成中小學線上學科類培訓機構審批

前，暫停中小學線上學科類培訓App的備
案工作；已備案的相關教育App暫時從平
台下線。
下線的相關教育App提供者獲得中小學
線上學科類培訓許可後，在平台補充許可
信息，提交恢復備案申請，經所在地省級
教育行政部門審核通過後恢復上線；未獲

得中小學線上學科類培訓許可的，撤銷備
案。
通知提出，對於提供和傳播「拍照搜
題」等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
思考、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的不良學習方法
的作業App，暫時下線。整改到位並經省
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核後，方可恢復備案；

未通過審核的，撤銷備案。
通知明確，不再受理學前線上培訓
App備案申請，已備案的相關App予以
撤銷。教育App平台不再開展「雙減」
相關投訴受理工作。關於校外培訓的相
關政策，以校外培訓監管部門解釋為
主。

教育部：暫時下線「拍照搜題」類作業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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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日，中國國務院
辦公廳發布《「十四五」冷鏈物流發展規劃》（下
稱《規劃》），提出中國將建設「四橫四縱」8條國
家冷鏈物流骨幹通道。中國國家發改委13日上午召
開新聞發布會，就「十四五」冷鏈物流發展規劃有
關情況作出詳細介紹。

「四橫四縱」串接19城市群
國家發改委經濟貿易司副司長張江波介紹稱，
《規劃》提及的「四橫四縱」8條國家冷鏈物流骨幹
通道中，「四橫」是指北部、魯陝藏、長江、南部
四大通道，「四縱」指西部、二廣、京鄂閩、東部
沿海四大通道。通過「四橫四縱」串接農產品主產
區和19個城市群，形成內外聯通的國家冷鏈物流骨
幹通道網絡。
張江波指出，針對解決中國農產品生產、消費
相對分散與冷鏈物流規模化發展之間的矛盾，
《規劃》還創新性地提出產銷冷鏈集配中心建
設。包括在產地，建設一批產地冷鏈集配中心，
推廣「移動冷庫+集配中心（物流園區）」等新模
式，提高產地冷鏈設施利用效率和農產品產後商
品化處理水平；在城市，建設一批銷地冷鏈集配
中心，集成整合流通加工、區域分撥、城市配送
等功能，優化城市冷鏈設施布局。

擴大生鮮等高品質消費品供給
張江波還提到，在運行層面，《規劃》提出打造
消費品雙向冷鏈物流新通道。其中，在生產端，按
照「一村一品」「一縣一品」「多品聚集」，發展
「平台企業+農業基地」「生鮮電商+產地直發」等
新業態新模式，暢通高品質農產品上行新通道；在
消費端，推動冷鏈物流服務網絡向中小城鎮和具備
條件的農村地區下沉，鼓勵供銷合作、郵政快遞、
交通運輸、電商等企業共建共用冷鏈物流設施，擴
大生鮮等高品質消費品供給。
張江波稱，通過各方協同推進，中國將有效推
動冷鏈物流形成網絡規模經濟效應，拓展冷鏈物
流服務網絡，促進冷鏈物流提質增效降本，帶動
農業產業化發展和農民增收，支撐城鄉居民消費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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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神舟十二號航天員乘
組已完成第二階段工組已完成第二階段工
作作，，現已全面轉入恢復現已全面轉入恢復
觀察階段觀察階段。。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神舟十二號三名航天神舟十二號三名航天
員入住中國空間站要拆員入住中國空間站要拆
大量螺絲大量螺絲。。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香港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規劃，
與深圳共建「雙城三圈」，為深港合作提
供了全新的發展空間。在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大背景下，兩地如何以此為契機，推
動進一步合作，攜手共建國際創科中心？
日前，2021港深智庫聯盟線上研討會舉
行，來自深港約50個機構與會，眾多專
家圍繞兩地人才培養、產業融合等話題，
提出真知灼見。
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港
深合作策略規劃顧問凌嘉勤介紹了「北部
都會區」的規劃理念。他指出，「北部都
會區」將打造成為香港的第二個引擎，跟
維港都會區相輔相成，在產業的基礎方面
將構建完整的創科產業生態系統。其中，
如新田科技城不單是一個園區，而是要成
為一個完整的創科生態系統、綜合服務社
區，讓創科人才能夠在這裏匯聚，工作生
活。
他強調，深港融合發展是「北部都會
區」的重要動力。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第一

次大規模地將發展思維跨越了深港兩地行
政的界限，拓展到整個大灣區。 在此背
景下，香港需要強化跟深圳的對話與合作
機制，共同構建「雙城三圈」的跨境策略
框架，這意味着兩地融合的模式要不斷創
新。

打造「港深社區」推港融入灣區
他表示，目前在深圳一些片區也開始在
探索，如香港科技大學位於深圳南山的校
園，也正在探討增加香港元素打造成為港
深社區。「如果能夠利用香港多所院校在
大灣區的校園、科研機構、醫療機構等作
為據點，打造更多類似社區，可能也是推
動香港融入大灣區很好的抓手。」
深港共建國際科創中心，必須要實現要
素更自由的跨境流動，其中人才的流動十
分關鍵，這也是當天專家們熱議的焦點之
一。
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
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中，科技市場
一體化是很好的切口，做好這個，能讓各

種要素在國家雙循環發展中有一個載體。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素跨境的流動，人
才的流動尤為重要。

科創產業結合 助港青北上
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總幹事鄧小昆則提
出，要把科技創新和產業緊密結合起來，
幫助把香港科研院校的創業青年引到深
圳，幫助他們發展。
他認為，不僅要推動香港青年的北上，
還要鼓勵深圳的科研機構和創業青年到香
港發展，實現雙向互動，在此過程中建立

起完善的創業生態。
除了人才的匯聚，創新資源的融合也尤
為重要。深圳南山科技事務所所長王艷梅
建議，深港將河套、前海、西麗湖、光明
科學城等重要平台與香港聯動，推動雙方
的協同機制，「讓香港的高校資源跟深圳
的企業共建實驗室，或者創新共同體、創
新聯合體，形成聯盟，打造科研成果轉化
的機制和模式。」她同時還建議，鼓勵深
圳的企業跨過深圳河到香港，把高端製造
引到香港，形成互動，讓科創中心真正成
為國際化的競爭力。

●●20212021港深智庫聯盟線上研討會日前舉行港深智庫聯盟線上研討會日前舉行。。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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