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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2017年太空计划

航天事业的发展集中

体现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全

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记者

独家采访来自航天领域的

代表委员和专家，听他们细

数2017年中国太空事业将

发生哪些大事。

天舟4月出征首试“太
空加油”

4月，我国第一个“太

空快递员”天舟一号，将从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

主任包为民介绍， 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是我国自主研

制的全密封货运飞船，采

用两舱构型， 起飞质量13

吨， 能运输6吨重的物资。

它主要承担为空间实验室

运送消耗物品、推进剂、维

修设备、 维修器材和试验

载荷设备等任务， 并且下

行一些空间站废弃物。

天舟一号最重要的使

命是与天宫二号进行交会

对接，为天宫二号“太空加

油”，开展在轨维修和推进

剂在轨补加等技术验证。

这是我国建设空间站之前

在太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

规模试验。

嫦娥五号38万公里外
采回月壤

嫦娥五号是我国迄今

研制的难度最大、 任务最

复杂的航天器。按计划，嫦

娥五号将在今年11月底前

后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月球

探测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顾问叶培建介绍，8.2吨

重的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

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4个首

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

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

在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

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

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

宙速度返回地球。

如果进展顺利，整个过

程将在1个月内完成，2017

年内就能将2公斤的月壤

“打包”回地球。“届时，我国

探月三期的目标就全部完

成。”叶培建说。

北斗导航服务区域覆
盖全球

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

统今年也有大动作。北斗三

号卫星计划在7月左右进行

首次发射。北斗三号卫星今

年计划发射6~8颗， 将实施

数次一箭双星发射。

包为民介绍，北斗三号

服务区域将从北斗二号时

的覆盖全球三分之一扩大

到全球；卫星性能也大幅提

升， 单星设计寿命达到12

年。北斗三号系统采取了星

间传输、地基传输功能一体

化设计，实现了高轨、低轨

卫星及地面站的链路互通。

继2016年成功发射3

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后， 目前我国已有22颗北

斗导航卫星在轨运行，其

中新一代卫星7颗。

6颗新卫星助力人们在
飞机高铁上触网

2017年，我国计划发射

实践十三号（中星16号）、实

践十八号、 中星9Ａ、 中星

9Ｃ等共6颗通信卫星，使我

国的通信卫星技术进一步

迈向国际前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副

部长王敏介绍，4月，我国将

发射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

实践十三号（中星16号）。这

颗卫星首次在高轨道上应

用激光通信和电推进等技

术， 通信总容量达20Ｇ以

上，超过我国此前所有通信

卫星容量的总和。

6月，起飞重量达7吨的

实践十八号卫星计划发射，

它所采用的我国最新研发的

承载能力最大的东方红五号

卫星平台，能与国际上最先

进的通信卫星平台媲美。

王敏说，未来人们在飞

机、 高铁上流畅接入互联

网、收看４Ｋ超高清节目就

靠天上的高通量通信卫星

来实现。

一大拨新卫星将相继
升空

今年，还有一大拨应用

新技术、具备新技能的新卫

星将相继升空，它们用自己

的点点星光，守望地球上人

们的幸福生活。

观天象知冷暖的风云

气象卫星家族有望添丁；硬

Ｘ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预

计今年升空；被称为“张衡

一号”的首个电磁监测试验

卫星预计下半年发射，将使

我国成为唯一拥有在轨运

行的多载荷、高精度地震监

测试验卫星的国家。

同时，我国商业航天发

展迅速。今年，我国0.5米级

高 分 辨 率 商 业 遥 感 卫

星———高景一号将迎来两

颗新星，随后4颗在轨的0.5

米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

将完成组网，实现全球任意

地点每天重访一次。

今年，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虹云工程的首颗技术验

证星也将升空，该工程建成

后，能让人们在世界任意角

落接入互联网。

“长征家族”运载火箭
全年露脸28次

2017年，我国宇航发射

任务将再创历史新高，“长

征家族”运载火箭全年宇航

发射计划28次。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六院科技委主任

谭永华表示，自2015年、2016

年我国自主研制的液氧煤油

发动机和氢氧发动机成功助

推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

号、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相继

首飞后， 今年长征五号和长

征七号迎来新的飞行任务。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此

前成功发射为我们新一代

大型运载火箭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特别是承担天舟一

号货运飞船和嫦娥五号的

发射任务，可以说是真正意

义上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进

入工程应用阶段，所以这两

次发射都特别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春节期间，一档以

古诗词为主题的电视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迅速走红，

用全新的视角和方式，掀起

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怀

念与实践。

“他们对中华经典诗词

的挚爱确实令人感动。”全

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

闻发言人王国庆2日表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

信有着深厚的底蕴。

传统文化热潮涌动，两

会上有关“传统文化复兴”

的话题，再次引起代表委员

热议。

【热议】
传统文化回归彰显文

化自信

“吸引得移不开视线”

“观看时呼吸都不敢太大

声”……去年，纪录片《我在

故宫修文物》在网络平台上

引发热议，大国工匠的迷人

气韵与国宝文物的瑰丽风

采， 让许多90后观众发出

“致敬中华文化”的感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是我们立足世界文

化之林的根基，融入民族血

脉， 历经岁月仍散发光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

主席高洪波说，今天我们饮

水思源，在优秀传统文化的

土壤中，唤醒文化基因，彰显

文化自信，瞩望文化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

底蕴不曾消亡。” 全国人大

代表、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姚

晓英说， 曾有一段时间，因

为社会多元化发展对文化

本身关注不够， 出现过贬

低、 漠视传统文化的现象，

甚至有过以洋为美、以洋为

尊的思想。但随着中国综合

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在世界

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传统文

化的勃兴是中国社会发展

的一种必然。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传

统文化频频走出国门， 在世

界舞台上惊艳亮相： 里约奥

运会上中国火罐在外国运动

员中风靡一时； 青花瓷等中

国元素在国际舞台“圈粉”无

数；今年年初，针灸铜人在瑞

士日内瓦绽放中医魅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高毅进认为，传

统文化从“冷”到“热”，体现

了文化自信，崛起的中国极

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发扬

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

国人的自觉意识。

【思考】
什么才是优秀传统文

化？

近年来， 国学书院、国

学培训班如雨后春笋，代替

了“学钢琴”“学奥数”，成为

不少中国家长的选择。与此

同时，一些国学班要求孩子

必须穿汉服、 行拱手礼，读

古诗要“摇头晃脑”等重形

式轻内容的现象也屡遭诟

病。

一些代表委员在接受

采访时认为，传统文化不是

单纯的知识教育，“复兴”亦

不是简单“复古”。

什么才是优秀传统文

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

提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

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融入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爱诚

孝仁、 崇德向善的伦理观

念，比如与人们生活密切相

关的民俗事象、口头文学和

传统工艺，比如家族代代相

传的家风家训……

“当然， 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不是完全复古，是当代

精神与古典趣味的融会贯

通。”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

作协主席范小青说。

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

还提出，目前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仍

然薄弱，在生产生活中转化

运用仍存不足，有的还存在

急功近利的问题。最重要的

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

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变成社会风尚、家庭家

风、企业文化，这需要作出

长期系统的思考。

【传承】
如何贯穿教育融入生

活？

不久前，中办、国办公

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 这是首次以中央文件

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

强调，把优秀传统文化贯穿

国民教育始终、滋养文艺创

作、融入生产生活。

悠扬曲调， 水袖抛舞，

指尖慢捻……苏州昆剧院

自2007年起，通过每年面向

中小学推出100多场公益演

出，累计已向30多万名孩子

展示和传递昆曲之美，传统

古戏雅韵在年轻人中渐渐

“流行”起来。

礼敬优秀传统文化，植

于心见于行。多位代表委员

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是时代命题，教

育和传播是关键。

潘鲁生委员建议，首先

要加大学术层面的研究力

度， 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和专

项研究基金， 统筹规划研究

领域，为国民教育打好基础。

高毅进代表认为，要充

分利用媒体、公共空间等传

播平台，充分调动全社会的

积极性创造性，创新表达方

式，理直气壮地大力彰显中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当代

价值，在全社会形成礼敬传

统文化的风气。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人

物，决定了教育的品质。全

国政协委员朱永新还强调

了提高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的重要性。他建议，加强对

全国1500万名教师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

提高教师对传统文化的感

情、认知和相关能力，从而

助力传承发展工程的顺利

实施。

（据新华社报道）

传统文化：“热”起来还要“传”下去

天舟一号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