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赵旭）
在 4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介绍，6
月 4 日 0 时至 15 时，北京市新增本土新
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12 例，丰台区 7 例，

海淀区、昌平区各 2 例，朝阳区 1 例；均
为 隔 离 观 察 人 员 ，社 会 面 筛 查 人 员
为零。

刘晓峰表示，当前北京市疫情整体进
入扫尾阶段，但局部仍有社会面零星散发
病例，切不可掉以轻心，要采取更加坚决

果断措施，坚定推进动态清零行动。他提
示，端午节期间，请市民朋友继续做好非
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有疫情
发生的地区，不聚餐聚会，科学佩戴口罩，
与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注意手卫生等
常态化防控措施。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北
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李异
介绍，针对近日北京市个别社会核酸检
测机构上门核酸检测收取费用的问题，
总队正在组织核查，一旦发现违法行为
将依法立案处理。他表示，各核酸检测
机构要严格规范核酸检测医疗服务行
为，严禁无资质开展核酸检测服务，不得
随意委托第三方或服务平台开展上门服
务；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不能借疫情投机
敛财；对收取加急费等价格违法行为，将
依法予以查处。

疫情整体进入扫尾阶段

6月4日0时至15时北京无社会面筛查阳性人员

6月4日，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名乘组航天员陈冬（中）、刘洋（右）、蔡旭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

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任务承上启下意义非常重大

在轨驻留6个月 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
新华社记者 宋 晨 李国利 胡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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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山，绵延八百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太行山脉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
根据地。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太行人
民谱写出无数英雄壮歌，太行精神孕育在太行山间。

由于历史原因，太行山部分沿线地区长期发展
受限，曾被列为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如
今斗转星移，老区已换新颜，从红色精神传承到绿色
发展，再到产业振兴，“红绿交织”绘就太行新画卷。

传承红色基因

抗日战壕、碉堡炮楼、战争展览馆……置身其中
耳畔仿佛响起炮火连天声；溪流蜿蜒、绿树成荫、蜜
蜂花间飞舞……眼前的山西省阳泉市南沟村俨然一
幅令人沉醉的山水画卷。

南沟村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村里有个“草
帽山”，因山形貌似草帽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草帽
山因险峻的地形，成为日军据守正太铁路控制车站
的重要据点。抗日名将范子侠带领八路军冒着毒气，
强攻草帽山，最终将敌人一举歼灭。

如今，草帽山山顶仍留存着日军碉堡、炮楼等遗
迹，在山下，战争展览馆、草帽山党性教育基地、廉政
教育基地等相继建成。南沟村党支部书记闫润红说，
近几年，南沟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
机关企业学校等来村里接受红色教育的人达到4万
人次，还有很多市民来村里踏青参观。

近年来，河北、山西、河南充分挖掘太行山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充分发挥红色资源在宣传
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西柏坡、八路军129师纪念馆
等红色景区开发成系列红色研学基地。山西省阳泉
市围绕百团大战、七亘大捷等红色资源打造了一批
红色地标，建成了一批红色纪念设施和旅游景点。

践行绿色发展

初夏时节，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邢台市信
都区前南峪村山场满目青翠，风景如画。

1940年11月至1943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总校在邢台市信都区西部山区一带办学。前南
峪是抗大总校所在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抗
大在这里培育出8700多名抗日将士。

前南峪村人均 6分田、7亩山。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前南峪村生产条件差，经济落后。“山坡和尚头，
土地随水流；有雨就成灾，无雨渴死牛”是当时的真
实写照。

半个多世纪以来，前南峪村党员干部传承抗大红
色基因，带领全村群众齐心协力、克难攻坚，兴修水
利、治理荒山，如今全村8000多亩山场，全部披上绿
装，植被覆盖率达94.7%，被誉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荒山变成‘花果山’，农户吃上‘旅游饭’，百姓
端起‘绿饭碗’，老区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甜。”前南峪
村党委书记郭天林介绍，如今全村共栽植干鲜果树
32.6万株，全村年人均收入实现1.8万元。

在山西省阳泉市南沟村，越来越多村民种植玉
露香梨果树，养殖蜜蜂发展“甜蜜事业”。2021年，南
沟村集体收入近58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1.5万元。

“南沟村的蜂蜜已经远近闻名。”靠着养蜂脱贫的村
民吴海新告诉记者，他的养蜂规模相比 4年前扩大
了一倍，现在卖蜂蜜一年收入有2万元。

近年来，河北、山西、河南三省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让太行山区百姓
深植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享受到越来越多生态福祉。

聚力产业振兴

如今的太行山革命老区，“红绿交织”产业兴。
把农业园区建在工厂里，利用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生产农作物……如

今一个基于“碳中和”理念的农业示范工厂项目正在河南省辉县市开建，它
是水木孟电碳中和示范工厂项目。

“该项目主要利用孟电集团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余热资源，通过智能
计算机控制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从而生产出高产、优良
的农作物，并且发挥农作物的固碳能力，实现碳中和的效果。”河南水木孟电
富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庆介绍。

水木孟电碳中和示范工厂项目所在的辉县市孟庄镇，是传统工业大镇。
历经多年发展，这里形成了以建材、装备制造、食品加工为主导的产业基础，
但也面临着传统产业能耗碳排较高、农业生产空间不足的瓶颈制约。

如今，在乡村振兴和“双碳”背景下，辉县市引入“碳中和蔬菜工厂”项目，
探索出一套工农业联动固碳节碳、农业生产生态效益双高双增的新模式。

“该项目能够把排出的二氧化碳通过作物固定下来，并且这种固化作用
比森林更强。”王晓庆说，“我们这里一亩地的固化，相当于南方原始森林
22.5亩的固碳能力。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让我们的生态更美。”

今日太行山革命老区，更绿更富更美。曾经是“贫中之贫”的河北省阜平
县，如今已大变样。近年来，阜平县大力发展现代食用菌、中药材等 6 大产
业，于2020年2月实现脱贫。阜平县正将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
全力推动富民产业提档升级。

当下，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正依托红色资源，做强绿色产业，大
力推进产业协同协作，力求在新时代谱写更加华丽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太
行
山
革
命
老
区
：
﹃
红
绿
交
织
﹄
绘
就
太
行
新
画
卷

新
华
社
记
者

范
世
辉

高

博

魏

飚

老 区 新 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4 日透
露，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
究决定，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陈冬、刘洋和蔡旭哲组成，3名航天员将
进驻核心舱并在轨驻留 6 个月。这是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继 2022 年 5 月天舟
四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次飞行
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将
在轨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从1992年作
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
到如今神舟十四号整装待发，中国人的
飞天梦伸向更远的天际。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的主要任务是
什么？选拔标准有哪些？太空中的衣食住
行有何新看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
员系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研究员黄伟芬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
采访。

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
对接……神舟十四号乘组
任务复杂艰巨

记者：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主要任
务是什么？建设空间站的任务是否对航
天员要求更多？

黄伟芬：今年我们要有两次载人飞
行任务，是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的载人
飞行任务。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要执
行的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承上启下，意义非常重大，对他们
来说非常艰巨。

在长达 6 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
要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括 9 种
组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接，3 次分离撤
离，2 次转位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要进行状态监视，必要的时候实施手控
操作进行交会对接；还要首次进驻问天
舱和梦天舱两个实验舱来完成载人环
境的建立；还要在这两个舱完成十几个
科学实验机柜的解锁、安装等工作；以
及日常组装、建造、维护维修等各方面
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要首次利用气
闸舱进行出舱活动。我们计划要做2至3
次的出舱活动，是首次利用问天实验舱
的小机械臂进行出舱。后面还会用小臂
和大臂的组合臂进行出舱活动。这些都
是全新的状态，对航天员而言挑战很大。
他们还要进行太空授课，开展一些其他
的空间教育活动及公益活动。

所以说这一次神舟十四号乘组的任
务是极为复杂的，对航天员的应急和故
障处置能力要求，也比以往更高。

三位航天员共性是特别
认真，未来会选拔第四、五批
航天员

记者：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的选
拔基于什么规则，分别有怎样的考虑？

黄伟芬：根据工程总体的规划，在
空间站的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
有 4 次载人飞行任务，我们在总结前期
选拔经验的基础上，又根据空间站阶
段的任务特点，调整了选拔策略，按照
统筹规划、新老搭配、继承和发展的原
则，来进行这 4 次任务飞行乘组的确定
和选拔工作。我们挑选的是有飞行经

验的航天员来担任指令长，每个乘组
都如此。

在乘组选拔的时候，我们分析每次
任务特点及关键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
比如出舱活动等。同时考虑了每名航天
员的个体特点与任务的匹配性，以及他
们彼此之间的心理相容性，从而组成一
个合适的乘组。我们要考虑年龄，也要考
虑飞行经验等各方面因素，最后来综合
确定。

他们三位航天员共性是特别认真，
非常细致，爱学习爱钻研，很有团队精
神，相容性都很好。

他们三个也有不同的特点，陈冬作
为指令长，特别自信，处事很果敢，雷厉
风行。经常会在训练和实验中提出自己
的意见和建议。刘洋非常有亲和力，语言
表达能力很强。蔡旭哲很聪明，领悟能力
比较强，对新事物新知识接受速度比
较快。

目前，我们已进行了三批航天员的
选拔，未来会选拔第四、五批。

聚焦风险进行针对性
训练，航天员太空衣食住行
不断改进

记者：您刚才讲到神舟十四号这次
任务艰巨复杂，我们对航天员展开了哪
些针对性训练？衣食住行有何新看点？

黄伟芬：我们从2017年3月开始，训
练全面转向为空间站建设任务做准备。有
一些训练是共性的，我们在八大类百余科
目训练的基础上，针对神舟十四号任务的
新特点、新任务、新状态、新变化进行了重
点强化训练，聚焦关键任务进行训练，如
低压环境出舱活动训练，出舱活动程序模
拟器训练，利用虚拟现实训练器和机械臂
操作训练台来进行协同训练和演练，使他
们熟练掌握出舱活动的技能。

还有就是就聚焦风险进行针对性训
练，因为随着空间站的建成，组合体越来
越复杂，飞行时间也很长，出问题的概率
会增加。针对这些风险，我们要进行应急

和故障处置的训练，如通过推演故障预
案学习、实操训练和演练，对应急故障处
置能力进行了强化训练，使航天员在出
现这些紧急应急工况时，能够沉着、冷
静、有效地进行处置。

最后就是针对长期飞行驻留进行持
续强化训练，如物资的管理、体能训练、
心理调适训练等。

此外，两个乘组要同时在轨工作和
生活。我认为主要是对空间站系统，如再
生保障系统的挑战。

再者，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都
要不断改进，因为衣食住行对飞行影响
是很大的。航天员要住得好、生活好、工
作好，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良好的保障
和便利条件。比如，这次的食品中增加了
提子，因为提子吃起来比较方便，汁水不
是特别多，肉质也比较密实。把它洗干净
了，就可以吃下去。我们从神舟十三号开
始，给航天员提供了个性化的服装，神舟
十四号也是如此。

据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

（上接第一版）但我们知道他是为国家做
贡献，都支持他。”蔡旭哲母亲陈小俊激动
地说。

和陈冬、刘洋一样，蔡旭哲同属我国
第二批航天员。为了这一天，他准备了
12年。

在入选第二批航天员以前，蔡旭哲曾
任空军某训练基地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
队长，因为飞行能力突出，被评为空军一
级飞行员。当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实现我

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千
年飞天梦想时，蔡旭哲深深被航天员这一
职业所吸引，他向往飞得更高。2010年5
月，蔡旭哲如愿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踏向了新征程。

2019年12月，经全面考评，蔡旭哲入
选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为祖
国出征太空，他深感骄傲和自豪，同时也
有无形的压力。空间站从关键技术验证
阶段转入建造阶段，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任务非常繁重，他始终坚持刻苦训练，迎
接飞天日子的到来。在每次大型试验、大
项操作中，蔡旭哲都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对任务流程、操作手册反复背诵，并一遍
遍推演、一遍遍练习。竭尽全力的努力，
也让蔡旭哲锻就了坚韧拼搏的意志品质。

作为首次出征太空的航天员“新兵”，
蔡旭哲对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期待，

“载人航天事业是一场接力赛，我只是这
场接力赛中的一员，但责重如山、使命神

圣，我要感谢教育培养我的广大科技人
员，感谢航天员大队全体战友，感谢默默
支持我的家人，为我锤炼了飞天的翅膀，
搭建了飞天的云梯，构筑了飞天的后盾。
太空出征半年，我最期待的是问天、梦天
实验舱与核心舱对接以后，太空家园建成
的那一刻。为干好工作，我要尽快地熟悉
太空家园的环境。工作之余，我会尽情地
领略太空美景，拍一拍美丽的地球和伟大
的祖国，届时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上接第一版）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

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第二次飞行任
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任务主要
目的为：配合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与

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空
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完成空间站舱内外
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安
装和调试；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
验；进行日常维护维修等相关工作。

按计划，神舟十四号飞船入轨后，

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
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
天舟三号、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形成组
合体。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天
舟四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

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 F 遥十
四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飞行
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
稳 定 ，发 射 前 各 项 准 备 工 作 已 基 本
就绪。

据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记者李国
利、张瑞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
强4日在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
将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
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
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其中，问天实验
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梦天实验
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林西强表示，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
中国空间站舱内可以部署25台科学实验
柜，每台实验柜都是一个小型的太空实验
室，可以支持开展单学科或多学科交叉的

空间科学实验，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林西强说，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

生命科学研究，配置了生命生态、生物技
术和变重力科学等实验柜，能够支持开展
多种类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在空间条件
下的生长、发育、遗传、衰老等响应机理研
究，以及密闭生态系统的实验研究，并通
过可见光、荧光、显微成像等多种在线检
测手段，支持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多
层次生物实验研究，还支持开展不同重力
条件下生物体生长机理的对比研究。

林西强介绍，梦天实验舱主要面向微
重力科学研究，配置了流体物理、材料科
学、燃烧科学、基础物理以及航天技术试验

等多学科方向的实验柜，支持开展重力掩
盖下的多相流与相变传热、基础燃烧过程、
材料凝固机理等物质本质规律研究以及超
冷原子物理等前沿实验研究。同时，在天宫
二号空间冷原子钟的基础上，将建立世界
上第一套由氢钟、铷钟、光钟组成的空间冷
原子钟组，构成在太空中频率稳定度和准
确度最高的时间频率系统，开展引力红移、
精细结构常数测量等前沿的科学研究。

此外，还在舱外安排了材料舱外暴露
试验装置和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
装置，用于开展舱外实验项目。后续，还将
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空间望远
镜研究设施，开展广域巡天观测。

国家太空实验室未来能开展哪些实验研究

6月4日，受强降雨影响，珠江上游融江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城段江
面水位持续上涨。6月4日18时数据显示，融江长安水文站水位115.55
米，超警戒水位0.95米，目前水位正在缓慢上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
中心于6月4日12时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新华社发（谭克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