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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杨峰、安萌报道：基层官

兵不出营门就能向专家咨询、求诊。近

日，空军第 986 医院 13 个派驻门诊部

（点）“网上门诊”服务正式开通。此举

让基层官兵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医护人

员也能及时掌握基层官兵健康情况，并

及时就具体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

此前，因医疗条件有限，该医院派

驻 门 诊 部（点）难 以 有 效 处 理 急 难 病

症。为此，该医院在调研论证基础上，

联通 13 个派驻门诊部（点）办公系统的

同时，又分别建设了“双向视频诊疗”系

统。借助这一系统，基层官兵远程求

诊，医生在线答疑，让优质医疗资源惠

及更多基层官兵。

“如今在营区就能挂上专家号，我

和战友看病就医方便多了。”前不久，某

部学兵刘云焕皮肤突然出现红疹，心里

十分着急。该医院皮肤科医生了解情

况后，借助“双向视频诊疗”系统诊断出

他患的是急性荨麻疹。经过对症治疗，

小刘的病情很快好转。某边防连一名

战士训练中不慎摔伤，该医院骨科医生

通过视频了解其伤情后，详细介绍了到

医院就诊流程，并预留好床位，方便其

入院治疗。

据了解，开展“网上门诊”服务的

同时，该医院还结合基层意见反馈，对

派驻门诊部（点）医疗设备进行升级，

并 结 合 部 队 训 练 任 务 开 展 训 练 伤 防

治、季节性传染病预防等宣讲活动，受

到官兵好评。

空军第986医院

“网上门诊”方便官兵就医

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临近收官，我

们应精心做好主题教育总结评估工作，全

面盘点教育情况，客观评价成效，认真总

结经验，做到以评促学、以评促改、以评促

建。对主题教育实效进行科学客观评估，

是一次有力的督促，也是积极的鞭策。

习主席强调，“要对主题教育的实效

进行科学、客观评估”，并明确提出了 5条

标准。这 5条标准，反映出主题教育的总

要求，涵盖了主题教育的重点任务，体现

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

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

一。尤其要看到，第二批主题教育处于收

尾阶段，能否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科

学客观评估主题教育实效至关重要。

“检验理论学习成效，要看党的创新

理论是否入心见行、党员干部是否做到善

思善用”。理论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必

然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

深化。入心见行、善思善用，体现了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原则和要求，是我

们掌握新思想、得到新启迪、增长新本领

的必要环节。我们应发扬理论联系实际

的优良学风，做好深化、内化、转化工作，

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检验调查研究成效，要看是否摸清

社情民意、是否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研

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

作的基本功，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我们应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

“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上下功夫，努

力把调查研究的过程变成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提高认识能

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

“检验推动发展成效，要看高质量发

展是否有新突破、人民生活品质是否有

新提升”。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这次

主题教育的重要着力点，“践行宗旨为民

造福”是这次主题教育要实现的具体目

标之一。对我军来说，就是要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把精神状

态激发出来，把奋进力量凝聚起来，在推

进高水平备战、高效益斗争、高质量发展

上建新功，推动部队建设由“量”的增长

转向“质”的提升。

“检验检视整改成效，要看问题症结

是否找准、整改整治是否到位”。更加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是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鲜

明特点。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我们

应坚持真刀真枪、彻查彻改，坚持上下联

动、一体推进，坚持举一反三、以改促建。

对官兵反映强烈、长期没有解决的突出问

题，应制订专项整治方案；对反复出现的

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查缺补漏，努力做到

“完善一套制度，解决一类问题”。

“检验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成效，要看

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现象是否纠正、政治

隐患是否消除”。中央军委明确规定，要

把加强反腐败教育和干部队伍教育整顿

纳入主题教育。军队党员干部是拿枪杆

子的，理应带头锤炼党性修养、加强政治

锻造、永葆政治本色。我们必须驰而不息

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巩固。

（作者单位：辽宁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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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上旬，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实战化训练。 姜广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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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的新年仪式感，从一

场充满期待的太空旅程开始。

1月 17日，海南，文昌。托举着天舟

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

箭静静矗立在发射塔架上，只待一声号

令，奔赴璀璨银河，与“天宫”准时赴约。

火箭厂房里，狭小的火箭舱段中，

控制系统操作手顺利完成相关测试；航

天器厂房内，测试保障团队 24 小时严

控环境指标；发射塔架前，塔勤分队持

续展开维护工作……发射场内，各环节

科技工作者们如同紧紧咬合的齿轮，为

“太空快递”保驾护航。

新年，新的开篇，充满澎湃力量。

17日下午，发射任务前 8小时，火箭燃料

加注程序开启。随着加注指挥员沉稳

有力的声音从控制室传来，低温推进剂

缓缓流入管道，带着中国航天人的希冀

与期待，向前涌动。很快，冰冷的燃料

将骤变为数千摄氏度的高温烈焰，迸发

出巨大能量，为火箭插上腾飞的翅膀。

3 公里外，测控发射大厅内，大量

数据汇集于测控系统指挥员面前的屏

幕上。他和同事们目不转睛地监测、判

读着数据。

大厅中央，在“01”指挥员指挥调度

下，发射场的科技工作者们正在演奏一

曲精彩的“航天交响”。

“各号注意，15 分钟准备”。夜幕

沉沉，指挥员洪亮的倒计时声，如同鼓

点敲击着众人心弦。

此刻，负责为火箭点火的达永波，已

轻轻压下手指，做着任务前的最后准

备。这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射首次采

用手动点火，误差必须控制在1秒内。手

动点火提高了发射日流程的灵活性，也

对岗位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为保证“零

窗口”点火，达永波和同事们全力以赴。

“3、2、1，点火！”22 时 27 分，在震撼

的轰鸣声中，烈焰从火箭尾部喷薄而

出，顷刻间照亮了夜空。海天之间，满

载物资的“天舟”冲破地心引力，再次扬

帆起航，冲出云层，飞向中国空间站。

指控大楼、测控点号、观光台前……

所有人的目光汇聚于夜空中划过的那一

抹尾焰。此时此刻，欢笑和自豪、大海与

天空、过往和未来，在椰风中融为一体。

约 10分钟后，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

箭将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送至预定轨道，天

舟七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回望过去，2021 年 5 月 29 日，首批

“太空快递”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出，为

航天员在轨驻留运送生活、科研物资。

作为“天舟母港”以及中国最年轻的现

代化航天发射场，文昌航天发射场在两

年多时间里，接连将数艘“天舟”送往苍

穹。从一年两发到两年三发，逐渐降低

的发射频率意味着不断提升的物资运

输效率。“天舟”穿梭寰宇，中国探索太

空的脚步迈向遥远的星河。

“天舟”载“年货”，浪漫赴“天宫”。

眺望未来，伴随着 2024 年的首次

成功发射，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启了新一

年高密度发射任务的序幕。预计今年

上半年，嫦娥六号探测器也将从这里出

发，奔向月球。

夜已深，在星辰大海的见证下，“天

舟”在茫茫太空中向“天宫”飞驰。奔赴

星河，中国航天正迈向下一个新征程。

（本报海南文昌1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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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 22 点 27 分，搭载天舟七

号 货 运 飞 船 的 长 征 七 号 遥 八 运 载 火

箭 点 火 发 射 ，再 启 新 征 程 。 约 3 小 时

后，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在轨运行的

空 间 站 组 合 体 成 功 交 会 对 接 。 与 之

前的天舟系列货运飞船相比，天舟七

号 有 哪 些 新 的 亮 点 ？ 请 随 记 者 一 探

究竟。

专属“座驾”把控严格，
“运货”更有保障

2024 年，是天舟货运飞船诞生 7 周

年。这次发射，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以下简称“长七火箭”）第 7 次与天舟

货运飞船携手奔赴太空。虽然这对“老

搭档”已经有过多次默契合作，但面对

新任务，挑战依然存在。

文昌发射场发射塔架距离海边仅

1 千米左右，为了提升对潮湿气候的应

对能力，长七火箭首次尝试在转运到

发 射 塔 架 后 为 整 流 罩 穿 上 轻 便 型 罩

衣 ，尽 量 让 箭 体 与“ 高 温 、高 湿 、高 盐

雾”的外界环境隔绝。此外，运载火箭

测 试 操 作 的 便 捷 性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提

升。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有关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通过多项改进措施，优化了

流程、完善了预案。

“本次任务，技术状态变化较多，测

试流程和项目作出了相应调整。”天舟

七号任务发射区负责人介绍，从技术总

体至各分系统、从箭上操作至地面保

障，文昌航天发射场相关科技工作者开

展了网格化、精细化分析。

航 天 器 测 试 保 障 团 队 在“ 确 保 主

线、兼顾辅线”的原则下，持续优化燃

料 、供 气 、空 调 、特 装 车 、厂 房 等 保 障

模式，实现各类资源高效利用。天舟

七 号 任 务 航 天 器 测 试 保 障 指 挥 员 告

诉 记 者 ，高 密 度 任 务 期 间 ，航 天 器 厂

房内多发任务产品同时在场，对测试

场地、资源保障协调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飞船在场期间，全天候有岗位

人员在现场，大家轮班值守。”航天器

厂 房 负 责 人 说 ，在 常 年 的 坚 守 中 ，他

和 同 事 们 早 已 习 惯 这 种“ 团 队 接 力

赛”工作模式。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领导表示：“长

七火箭的可靠性持续提升，测试发射

流程持续优化，保证了发射任务的圆

满完成。”

天地联动精准补给，
“带货”能力更强

为 了 迎 接 天 舟 七 号 的 到 来 ，神 舟

十 七 号 飞 行 乘 组 早 就 忙 着 整 理 空 间

站 内 的 各 类 货 包 。 这 次“ 收 货 ”有 些

特 殊 ：此 前 每 个 飞 行 乘 组 出 发 前 ，都

会先发射一艘货运飞船，为即将启程

的 航 天 员 乘 组 备 好 物 资 。 而 天 舟 七

号 是 为 在 轨 的 神 舟 十 七 号 和 后 续 的

神舟十八号两个乘组运送补给物资，

天 舟 货 运 飞 船 的 发 射 频 次 调 整 为 两

年三发。

据专家介绍，现在空间站物资很充

足，不仅可以支持正常的航天员驻留、

平台的维护升级以及在轨大规模实验

任务开展，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额外支

持航天员驻留 3 个月。

发 射 频 次 的 降 低 ，得 益 于 天 舟 货

运飞船装载量的提升。“天舟七号货运

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

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

货运飞船。”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

人员表示，与天舟六号一样，天舟七号

也是从原来的标准型货运飞船升级为

改进型货运飞船，装载空间和装载重

量提升了 20%以上。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建立天地

联动的物资信息系统，做到了精准补

货，并研发了物资设计寿命和设计使

用 模 型 。 随 着 建 造 阶 段 任 务 在 轨 数

据 的 累 积 ，模 型 会 越 来 越 精 确 ，可 对

后续需求进行精准预估，做到缺什么

就 补 什 么 ，不 少 带 同 时 也 不 多 带 ，补

给效能不断提升。

“龙年盲盒”惊喜连连，
“补货”效率更高

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 3 名航天员

对此次“快递”格外期待——天舟七号

装载的“太空包裹”中，不仅有新春大

礼包“龙年盲盒”和新鲜蔬菜水果，更

有空间站设备的备品备件、科学实验

载荷及空间站推进剂。

与以往相比，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这

次任务给航天员运送的物资有哪些新

变化呢？

“货物”更重要了——天舟七号任

务是 2024 年中国载人航天的首次发射

任务，不仅携带了航天员的生活物资，

如服装、食品等，还为在轨实验带去实

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

品备件等上行物资。这些应用物资上

行后，将转运至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

展多项科学实验，承研单位涉及多家研

究机构。

“补货”效率更高了——此次天舟

七号货运飞船采用 3 小时快速交会对

接方案，这也是空间站建设以来，首次

使用该方案。空间站开始建设以来，曾

使用过 2 小时和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

方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人员告

诉记者，经过充分论证，此次 3 小时交

会对接方案，为空间站运输物资提供了

更高效的方式，而且减轻了各系统在执

行任务过程中的压力。与此同时，该方

案的使用提高了货运飞船自主交会对

接的能力，进一步推进了交会对接技术

的发展。

短短 7 年间，从天舟一号到天舟七

号，“天舟”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建造

发展、航天员工作生活送去了宝贵物

资，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天舟”货

运飞船将继续升级，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和期待！

（本报海南文昌1月 17日电）

新年度 新征程 新期待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任务亮点解读
■本报记者 王凌硕 赵 倩 通讯员 徐斌如

本报北京 1月 18 日电 牛萌萌、

记者刘敏报道：1 月 17 日 22 时 27 分，搭

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

火 箭 在 中 国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点 火 发

射。此次任务中，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

心使用“天链”中继卫星系统，为天舟七

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入轨及交会对接段

提供天基测控与数据中继支持，为各关

键动作实施提供重要图像和语音双向

传输支撑。

“‘天路’捕获天舟，链路已建立。”

火箭发射后不久，“天链”中继卫星系统

准确捕获火箭及飞船，建立数据传输链

路，开始传输遥测数据及高清图像。约

3 小时后，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

组合体对接成功。

快速自主交会对接阶段，“天链”中

继卫星系统发挥其跟踪时间长、覆盖范

围广、传输速率高的优势，运用天链二

号 01、02、03 三星组网协同联动，为航

天器提供天基测控服务，持续稳定为空

间站和地面控制中心建立视频、话音等

数据的双向传输链路，并实时传回各个

舱外摄像头的高清画面，有效提高了自

主交会对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后续，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将持

续为中国空间站的正常运行提供 24 小

时不间断天基测控与数据中继支持。

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

圆满完成天舟七号天基测控任务

1月 17日，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本报记者 范显海摄

（上接第一版）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

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 4 次

发射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31 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 507 次飞行。

本报北京 1月 18日电 记者李由

之、刘敏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

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 2024 年 1

月 18 日 1 时 46 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

后，天舟七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将进

入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

转运等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