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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阜 阳

四、五月间，正值养蚕时节，安徽省阜阳市颍
东区东盛路小学开展“养蚕学技能、体验丝绸文
化”主题劳动教育课，组织小学生们成立兴趣小
组，深入了解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蚕及纺织文化，
感受劳动带来的快乐和蚕桑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为近日，孩子们在校园活动室内学习养
殖“蚕宝宝”。

王 彪摄 （人民图片）

蚕桑文化进校园

创造多个第一

如果以 1957 年人类第一颗卫星上天作为发展的起点，
那么空间科技只有60多年发展历史，而中法在此领域的交
往则已长达 47年。1977年 9月，即将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
中国第一次向国外派出航天技术代表团，而代表团此行访
问的对象就是法国空天科技研究机构，由此拉开了两国空
间科技交往的序幕。

1985年10月，中方宣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
市场，为国际客户提供商业发射服务。1987年6月，中国长
城公司与法国马特拉宇航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前者通过返
回式卫星为后者提供微重力试验装置搭载服务。在此后2个
月内，长城公司成功实施了试验装置发射和返回任务，完
成了中国第一份国际商业搭载发射服务合同。中法此次航
天合作彰显了长征运载火箭优秀的性能，为中国航天赢得
更多国际赞誉，吸引包括法方公司在内的更多国际客户选
择以长征运载火箭完成发射服务。

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法国作为主要参与方
的欧洲航天局与中国有关方面围绕欧洲的“星簇计划”与
中国提出的“双星计划”（即“中国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
划”） 进行了密切合作，共同探索地球磁层空间的秘密。
1993 年，“星簇计划”数据中心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设
立，由中方主要承担“星簇计划”的科学数据分析任务，
这也使中国科学家能够较快接触到高水平的空间环境探测
数据，提高了中国磁层物理研究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法
国空间辐射研究中心、地球和行星环境研究中心、环境物
理和化学实验室为“双星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前者负
责研制赤道卫星的热离子分析仪，后两者承担赤道卫星中
磁场波动分析仪主要研制任务。

“双星计划”与“星簇计划”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形
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地球空间进行“六点探测”，成为
人类在21世纪初开展的最重要的地球空间探测行动，也掀
起了中法空间科技合作的一次高潮。

合作高潮得益于中法两国政府间的友好关系持续深入
发展。1997年5月，中法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全面
伙伴关系并签署了包括关于研究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多
份政府间合作协定。法国由此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
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2000年3月，中法两国政府在巴黎召

开中法航天合作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联委会工作机
制并成立了4个专家工作组。数年后，两国发布《中法关系
中长期规划》，提出着重发挥中法航天合作联委会等机制的
作用，加强和平利用空间科技与应用以及航天技术人员培
养领域的合作，并规划了一些空间科技合作重点项目的推进
时间。政府间的友好互动，推动两国在卫星工程、遥感观测、
载人航天、月球和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速。

携手研制卫星

2018 年 10 月 29 日 8 时 43 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冲天而起，直上九霄，成功把卫星精
准送入预定轨道，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此次发射的是一
颗由中法合作研制的海洋卫星，标志着两国空间科技合作
从之前的卫星进出口贸易和发射服务贸易进入到联合研制
卫星并共享卫星数据的新阶段，树立中法空间科技合作在
新时代一座新的里程碑。

对中法在海洋卫星上的合作，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主席巴蒂斯特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该卫星创造了多个第
一，是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它的成功清楚地表明，加
强国际空间科技合作，可以给法国宇航事业发展带来巨大
好处。中法海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王丽丽指出，通过
该卫星项目，中方第一次实现了与先进宇航国家开展系统
层面的、全流程的合作，受益匪浅。

关于双方在合作研制过程中的具体分工，王丽丽介
绍，中方负责提供卫星平台、研制海风观测载荷、完成发
射、开展测控，法方负责研制海浪观测载荷。双方充分发
挥各自技术优势，密切协作，完成卫星研制、发射、测
控，实现数据共享。她强调，中法海洋卫星与海洋一号、
海洋二号等一起构成中国海洋卫星系列，它们协调工作，
提高对巨浪、海洋热带风暴、风暴潮等灾害性海况预报的
精度与时效，进一步增强海洋立体观测能力，更好为国际
航行安全、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资源调查等提供服务和
保障。

标志两国空间技术合作进入新阶段的还有一个太空望
远镜项目，其名为“天基多波段空间变源监视器”（简称
SVOM）。这是一颗天文卫星，用于观测并描绘宇宙伽玛射
线暴，将有助于解决基础科学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参与该
项目的合作单位包括法方的国家空间研究中心、国立科学
研究中心、原子能署和中方的国家航天局、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据该项目法方负责人冈萨雷斯介
绍，SVOM 卫星将搭载 4 台设备，中法双方各负责研制两
台。经过中法科研人员多年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目前，
该项目相关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各项任务，迎接正在迫近的卫星发射时间窗口。冈萨雷斯
满怀信心地展望，SVOM 任务将获得成功，有望回答天文
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都非常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将使中法
科学家大步跨入相关领域研究国际最前沿。

合作探索月宫

近日，嫦娥六号成功发射，旨在进行月球背面探测并
完成取样返回，是中国探月工程四期规划中的重要一步。
实施该任务不仅将实现中国探月新突破，而且把中外特别
是中法空间技术合作提升到新水平。

在2018年举行的第69届国际宇航大会上，中方宣布将
在嫦娥六号的轨道器和着陆器上为国际合作伙伴提供10公
斤的载荷，受到热烈欢迎和响应。2019年3月，法国与中国
签署月球探索计划意向书。同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

《嫦娥六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合作机遇公告》，之后收到 20
多份搭载建议书。中方组建遴选委员会，对国际载荷的工
程实施效果、科学目标等进行分析评价，最终确定了氡气
探测仪、立方星、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和激光角反射器4台国
际载荷，其中氡气探测仪来自法国。2023年6月，中方与法
方在巴黎签署 《中国国家航天局与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
关于在嫦娥六号月球采样任务中开展科学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并向其颁发了月球科研样品馈赠证书。

据报道，法方提供的载荷氡气探测仪旨在测量月球表
面的氡气及其衰变产物，优化月球气体输运模型，进一步
提高对月壤物理性质认知。氡气是一种放射性气体。此前

有航天器在月球周边发现氡的同位素，月球上的氡被认为
有两种可能的来源即来自月球内部的放射性衰变或太阳风。

嫦娥六号根据计划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软着陆
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样品并返回。可以预
期，中法届时将在月球样品合作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实际上，两国已经开展在此领域的合作。2023年4月，中方
发布消息称，已经向法国赠送1.5克科学用月球样品，该样
品为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风暴洋东北部天船基地获取的钻
取样品和表取样品，之后被法方分发给该国十几个科研项
目组展开研究。

共谋载人航天

“随着中国将 3名航天员送去他们的空间站，太空人口
本周增加了 43%。”“欢迎 3名航天员加入中国空间站。”在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后，彼时正在国际
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法国航天员托马斯·佩斯凯在自己的社交
媒体上这样写道。同为“太空居民”，佩斯凯表达了对中国
同行的欢迎和友好情谊。

近年来，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持续推进，特别是完
成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顺利建成天宫空间站并
使其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大步迈向航天强国。一直以来，中国致力于
推进载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与交流，并推出具体举措，积
极向国际社会开放天宫空间站，使其成为服务于国际科学
界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

早在2018年，中方就与联合国外空司联合发布了天宫空
间站将采用的多种合作模式并邀请拟参与方提出合作项目
申请。2019年6月，入选中国空间站的首批科学实验项目公
布，一共9项，来自17个国家，法国赫然在列。2023年8月，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中方已与法国等国的航天机构以及联合国外空司、欧空局
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其中一些合作项目已经顺利实施。

作为世界航天大国，法国拥有一批国际先进的空间科
研和实验资源实体并与中方科研机构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法国宇航中心下属新空间公司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1月，
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签订合作协
议，向中国用户全面开放欧洲失重飞机的抛物线飞行机会。

失重飞机是除空间站、空间实验室和载人飞船外，唯
一可提供失重环境的载人飞行平台，广泛应用于航天员训
练、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空间设备和技术验证。通过此
次合作，双方整合优势资源和技术力量，为双方空间科学
和应用领域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撑。根据协议，中方作为新
空间公司在华唯一代表，为中国用户提供抛物线飞行实验
和失重飞行机会和全流程解决方案。

中法建交60周年系列报道·科技篇②

中法空间科技合作：

成果丰硕 造福世界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发展空间科技、探索太空是人类的
共同事业；加强空间科技合作、促进航
天项目交流是各国的必然选择。多年来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法作为世界
航天大国，在发展空间科技、探索太空
方面一直密切合作，包括共同研制、发
射遥感卫星和天文卫星，携手促进月球
探测和深空探测等，取得丰硕成果，不
断揭示宇宙奥秘、持续增进人类认知、
广泛造福世界。

中法海洋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 新华社发

近日，嫦娥六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嫦娥六号装
备法国载荷氡气探测仪，将对月球表面的氡气及其衰变产
物进行测量。 新华社发

坦桑尼亚盖塔区一座小村庄里，年轻的安娜
斯塔齐娅·朱马·卡基利倚在家门口，满怀期待地
看着一批中国企业施工人员调试村里的电路设
备。夜幕降临，她打开开关，明亮温暖的灯光洒
满小屋。一户户灯光连接在一起，像一条璀璨连
绵的“地上银河”，与星空交相辉映。这种景
象，这个小村庄以前从未出现过。

近日，由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承建的坦桑
尼亚农村电网中低压输电线路交钥匙工程5标段
项目全面通电，坦桑尼亚盖塔区农村的 8000 多
户居民将陆续接入电表。

“我们的目标是快速通电，‘点亮’更多村
庄。”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董事长姜云涛说。

该项目位于坦桑尼亚盖塔区，包括建设长达
537.87 公里的中压线路和 380.98 公里的低压线
路，并安装配电变压器 127台。项目将为 127个
村庄提供基础电力，同时服务医院、学校等公共
设施，极大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

对卡基利所在村庄的村民而言，他们从未想
过自己的村庄能通上电。“以前只能用油灯或蜡
烛照明，光线昏暗，还有起火风险。晚上没有娱
乐活动，只能早早睡觉。现在村里通了电，有了
明亮的灯光，有的人家装上了电视和收音机，大
家聚到一起看节目、聊天，生活变得丰富多
彩。”村民乌彭多·奥利瓦说。

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还为
当地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培养技术人才，让居民

“眼睛亮起来”“腰包鼓起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中铁建工集团坦桑尼亚分公司副总经理王东

介绍：“我们一直在培养本地化团队，为当地输
送专业人才，并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推动各类施工
任务的开展。”

当地员工约哈娜·卡古蒂说：“之前我没有工
作，一家人只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中国朋友到
这里建设项目以来，解决了很多年轻人的就业问
题。我凭着双手改善了生活，还拜了中国师傅学
技术，项目建成后我也不用再担心生计问题了。”

为解决当地孩子上学困难等问题，2023 年
10 月，项目部购买铅笔、卷笔刀以及练习册等
学习用品共计700余件捐赠给当地两所小学，惠
及250名学生。

小学生乔尼·马沙卡说：“谢谢中国朋友们为
学校接通电线、捐赠文具，改善了我们学习知识
的条件。我很喜欢中铁建工集团东非公司，希望
我长大后也可以进入这家公司工作。”

据介绍，坦桑尼亚农村电网中低压输电线路
交钥匙工程5标段项目是中铁建工集团扎根坦桑
尼亚 50 多年来的首个能源基建项目。姜云涛表
示，中坦两国经济不断发展，双方友谊日益坚
固，给企业发展带来强大信心，企业未来将继续
投身共建“一带一路”，为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华洪立）

从油灯
到电灯

中企助力照亮坦桑尼亚乡村中企助力照亮坦桑尼亚乡村

据新华社电（记者谢希瑶） 商务部近日印
发实施 《数字商务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简称《计划》）。

《计划》 提出开展“数商强基”行动，采
取培育创新主体、构建监测评价体系等举措，
夯实数字商务发展基础。开展“数商扩消”行
动，采取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促进线上线下融
合、激发农村消费潜力等举措，更好激发数字
消费活力。开展“数商兴贸”行动，采取提升
贸易数字化水平、促进跨境电商出口等举措，
加快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

此外，《计划》还提出开展“数商兴产”行
动和“数商开放”行动。

数字商务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

中法科技人员携手解决中法海洋卫星技术问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