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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9 日凌晨，大凉山夜幕笼罩，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架灯火璀璨。承

载着“采样小行星、探秘彗星”使命的天

问二号探测器，即将叩响浩瀚宇宙更遥

远的门扉。

深山之中，长征三号乙遥一一〇 运

载火箭静静矗立。这寂静的背后，是无数

人的共同期待。数小时前，负责火箭低温

动力系统的科技人员徐东升和同事们，到

达发射现场并展开工作。“一次做对，一次

就好，确保全程无差错是我们的目标，也

是我们必须兑现的承诺。”徐东升说。

发射前15分钟，发射任务01指挥员张

润红的口令，通过通信链路传遍发射场。

塔架下，相关人员陆续撤离。指挥大厅内，

工作人员紧盯屏幕上流转的信息参数。

天问二号任务工程副总师、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建军望向火箭

顶部。在那里，此次任务最重要的“乘

客”——天问二号探测器“登舱完毕”。

“天问二号探测器将在这次任务中

飞越火星轨道，时间长、距离远，目标遥

远且尺度极小，要求测控与导航精度必

须高度精准。”刘建军告诉记者，这次探

测任务是我国首次开展行星际采样返回

任务，虽然挑战重重，但能参与到这个项

目中来，大家都非常自豪。

“各号注意，1 分钟准备！”见证历史

的时刻即将到来，群山仿佛倏然寂静，一

双双期盼的眼睛凝望着远处的火箭。

“5、4、3、2、1——点火！”1 时 31 分，

长征三号乙遥一一〇 运载火箭尾部喷

出金红色烈焰，搭载着天问二号探测器

腾空而起。

“这次深空探测不同以往。我们希

望通过天问二号任务的实施，能够在小

行星和主带彗星这两类小天体的认知、

起源、演化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航

天科技集团工作人员陈春亮对记者说。

“火箭飞行正常！”“跟踪正常！”“遥

测信号正常！”好消息接连传来，长征三

号乙遥一一〇运载火箭完成使命，探测

器与火箭成功分离，天问二号探测器太

阳翼顺利展开。

“我宣布，天问二号发射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当指挥大厅庆贺成功的“大红

屏”亮起，现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此次天问二号任务实施周期长、风

险难度大，工程全线攻坚克难、协同攻

关，确保了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两千年前，屈原写下长诗《天问》；2020

年7月23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开

启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之旅；今天，中国航

天人再出发，探寻太阳系“童年的密码”。

天问二号，这位携带着人类好奇心

的“宇宙信使”，将用未来十年的探索，诠

释中国航天的全新维度。当天问二号最

终将数据回传时，必将为《天问》续写新

的诗行……

（本报西昌5月 29日电）

“天问”问天再启程
—天问二号发射任务侧记

█本报记者 刘 丹

新华社西昌5月29日电 （黄一宸、

吕炳宏）在天问二号探测器精准进入地

球至小行星 2016HO3 转移轨道后，中国

深空测控网顺利实施了首个圈次测控工

作。目前，这枚执行我国首次小行星探

测与采样返回任务的探测器工况正常。

这是记者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了解

到的消息。

5 月 29 日 1 时 31 分，天问二号由长

征三号乙遥一一〇运载火箭在西昌发

射 场 发 射 ，约 18 分 钟 后 进 入 小 行 星 转

移轨道。多个深空测控站相继捕获目

标，在各自测控弧段内向天问二号上注

了飞行状态设置指令，并成功实施干涉

测量。

据悉，天问二号设计任务周期为 10

年左右。在约一年的小行星转移段飞行

后，天问二号还将经历小行星接近至交

会、小行星近距离探测、返回转移、再入

回 收 等 阶 段 ，并 实 施 主 带 彗 星 探 测 任

务。其间，我国深空测控网将持续接收、

记录探测器遥测及数传数据，实施测轨

和上行遥控及干涉测量等工作，全程为

天问二号护航。

深空测控网是支持深空探测任务实

施的核心系统。布局在我国东西边陲的

佳木斯深空站、喀什深空站等，组成了一

张 对 深 空 航 天 器 测 控 覆 盖 率 达 90%以

上、兼具 S/X/Ka多频段测控能力的深空

测控网。其中，佳木斯深空站装备有全

亚洲口径最大、接收灵敏度最高的深空

测控天线，喀什深空站设有我国首个深

空天线组阵系统。

2020 年 7 月，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自海南文昌发射升空，迈出了

我国自主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如今，中

国深空测控网正在为天问一号探火、天

问二号探测小行星同时提供测控保障。

中国深空测控网为天问二号小行星探测之旅提供测控保障

新华社北京 5月 29 日电 中国少

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28 日上午在京闭幕。

大会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大会的贺信。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17名委员组成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届全国工作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关于第八届全国少工委

工作报告的决议。报告全面总结了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少先队过去五年的工作，阐述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

要论述，对未来五年少先队工作作出总

体部署。大会决定批准这一报告。

大 会 认 为 ，全 队 要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记领袖嘱托、践行育人使命，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中华文脉，坚持守正创新、促进

全面发展，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听

党话、跟党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

大会强调，少先队工作取得的成绩、

少 先 队 事 业 的 发 展 ，根 本 在 于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领 航 掌 舵 ，在 于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五年少先队工

作的部署，强调要重点推动实施新征程

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

基”“聚力”等六大工程，全面开创新时代

新征程少先队工作新格局。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

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决定，将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写入队章。

大会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

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

时代少先队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大会决定，在队章中增写

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增写立志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等内容。

大会号召，全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奋发进取、勇毅前

行，团结教育引领亿万少先队员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时刻准备着！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记者赵

文君）《中 国 少 年 先 锋 队 队 徽》（GB/T

45419—2025）国家标准将于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会同相关单位编制。

这是记者 29 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的。据介绍，该标准对队徽的质量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对队

徽的外观、尺寸及允许偏差、颜色、漆膜

性能、佩戴用队徽有害物质限量、悬挂用

队徽徽体强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细化指

标。该标准的实施将为生产企业提供明

确生产依据，对于进一步维护队徽严肃

性和少先队组织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国家标准6月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记者

叶昊鸣）记者 29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今年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预计将达到 6.87 亿人次，比 2024 年

同期增长约 7.7%。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端

午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

约 4070 万 辆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约

3%。预计客车流量峰值出现在假期第

一天（5 月 31 日），约 3800 万辆次。预计

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 830 万辆次，占日

均总流量约 21%，较去年同期（日均 570

万辆次，占比 14.4%）明显增长。

这位负责人表示，端午假期较短，

自驾出行占比高，预计全国高速公路小

客车日均流量占客车比例超过 98%，端

午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

途行程。

端午假期交通出行预计达6.87亿人次

据新华社海口 5月 29日电 （记者

黄韬铭、刘博）28日，极地科考破冰船“雪

龙 2”号抵达海南海口，中国第 41 次南极

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雪龙 2”

号于 2024 年 11 月 1 日从广州出发，历时

208天，总航程 4万余海里，创下中国极地

考察史上单船执行任务最长时间纪录。

中国第 41 次南极考察队领队王金

辉介绍，此次考察最大亮点在于我国首

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南

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

季延伸。联合航次邀请了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泰国等 8 个国家科研机构的 12

位科学家共同参与，累计完成 4 条断面

共计 24 个综合海洋调查站位，布放各类

观测浮标 34 个，采集水样、膜样、沉积

物、生物及海冰样品共 5000 余份。

作为科普极地知识的窗口，“雪龙

2”号于 5 月 19 日至 23 日应邀首次访问

泰国并举行公众开放日，吸引了上千名

泰国公众登船参观。两国科研机构举行

极地科学国际学术会议，举办科普教育

展览，传播极地生态保护理念。

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完成全部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记

者张骁、夏子麟）千年运河水波兴，文脉

相承润两岸。29 日上午，以“千帆竞

发 运河通济”为主题的 2025中国大运

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在北京大运河

博物馆正式开幕。京浙两地代表、中外

文化人士就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

利用展开交流。

北 京 市 高 度 重 视 大 运 河 文 化 带

建设，大运河北京段河道补水 5 亿立

方 米 ，新 建 和 改 造 滨 水 绿 道 50 余 公

里，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成功创建；在大运河南端，浙江省围

绕“人民的运河”“游客的运河”定位，

全面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着力打造重点项目，培育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等 18 个国家级文化产

业平台。

活动开幕式上，“中国大运河 IP

大家庭全球传播活动”正式启动，“京

杭对话”大运河吉祥物 IP“河喜”、“京

杭 对 话 ”大 运 河 潮 玩 IP“ 水 运 儿 ”和

《中国大运河文博图鉴》三项创新成果

发布，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

一体化联合体也正式成立。

自 2019 年创办以来，中国大运河

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已连续举办 6届。

南北联动共话中国
大运河文化带发展

5月 29日，2025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配套活动“河之端”龙舟赛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上接第一版）

（五）丰富用水权交易种类。积极

探索和规范推进在黄河等重点流域跨

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用水权交易。推动

工业企业、灌区加强节水改造，支持结

余水量参与用水权市场交易。鼓励社

会资本通过参与节水灌溉等节水工程

建设运营并转让节约水量的用水权获

得合理收益。因地制宜推进再生水、集

蓄雨水、海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微咸

水等非常规水交易，健全相关制度。

（六）持续深化排污权交易。以省级

行政区域为单位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排污

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扩展交易主体，

丰富交易品种、交易方式。支持各地区

根据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有序扩大排污

权交易品种和区域范围。深化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排污权交易。探索在同一流域

内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排污权交易。

四、健全资源环境要素
交易制度

（七）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根据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

展，按照“成熟一个、纳入一个”原则，将碳

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有序纳入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推动交易数据

汇聚共享。加强试点经验总结，理顺地

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关系，不再新建地

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对地

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用水权交易市场。

（八）加强交易规则建设。健全资

源环境要素确权、登记、抵押、流转等制

度，按照规定清理与改革要求不符的政

策，完善数据归集、产品交易、信息发

布、监督管理等方面规则，健全业务流

程、数据管理、风险防范等制度。

（九）完善储备调节制度。建立健

全资源环境要素储备调节制度，通过预

留初始配额、收回失效配额、回购结余

配额、开发增量配额等方式，形成资源

环境要素储备库。根据管理目标、发展

需求、市场供需形势等，适时适量收储、

出售、投放有关资源环境要素，加强市

场调节和预期引导。

（十）健全价格形成机制。坚持市

场化原则，分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价格

形成机制，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

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生态产品

价值，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资源环

境要素高效合理配置。依托资源环境

要素交易市场，建立健全价格监测和信

息发布等相关制度。

（十一）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强化对

资源环境要素交易机构、交易主体、第三

方服务机构等的监管，依法依规查处数

据造假、违法违规交易、操纵市场等行

为。强化用水权交易全过程监管，加强

对用水权交易行为第三方影响和生态影

响的监管。加快建设资源环境要素交易

市场信用体系，依法依规披露信用信息、

惩戒严重失信行为。加强交易系统信息

网络安全建设，完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

防止敏感数据和信息外泄。

五、加强资源环境要素
交易基础能力建设

（十二）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完善

有关法律制度，进一步明晰资源环境要

素的交易原则。科学制定修订碳排放

核算、用水定额、污染物排放等标准，加

快更新重点行业和重要设备节能标准。

（十三）强化监测核算能力。加强

碳排放、用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核算能

力建设，完善有关核算技术规范，提高

交易数据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深

入推进重点行业碳排放监测试点，完善

碳排放监测技术路线和实施路径。强

化取用水监测计量，全面提升水资源监

测预警和管理能力。加快建设排污监

测体系。

（十四）健全金融支持体系。积极

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参与资源环境要素

交易市场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在依法合

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

发与资源环境要素相关的绿色信贷、绿

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

推动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绿色金融相关

信息披露。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排

污权相关担保业务统一登记公示。

（十五）提升市场服务水平。培育发

展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资源环境要素

核算核查、估值、咨询、培训等综合性服

务。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相关交易平

台可根据实际需要，依法依规与金融机

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提供权属

确权、流转交易、价值评估等服务。

六、加强组织实施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抓好工作落实，结

合实际完善改革举措，开展创新探索。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工作进展评估，分析研究新形势新问

题。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

务院请示报告。

（新华社北京5月 2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系的意见》。为何出台该意见？

意见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记者采访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是

我国的基本国情。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国内实际，借鉴国际

经验，积极探索通过市场化机制破解资

源环境瓶颈约束，取得明显成效。

我国已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中

国水权交易所，在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等地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在浙江、福建、河南、四川

等地开展用能权交易试点，在宁夏、江

西、湖北、内蒙古、河南、甘肃、广东等地

开展用水权交易试点，在 28 个省份开展

排污权交易试点，有关交易制度和交易

市场愈发成熟。

但 同 时 也 要 看 到 ，我 国 资 源 环 境

要 素 市 场 化 进 程 仍 处 于 起 步 阶 段 ，面

临 管 理 制 度 不 完 善 、交 易 主 体 和 方 式

不 丰 富 、政 策 衔 接 和 信 息 共 享 不 充 分

等问题。

出台实施意见，有利于在全社会树

立“资源环境有价”的理念，引导资源环

境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配置、提高效率，

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支持发展新质生

产力。

问：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到 2027 年，碳排放权、用水权交

易制度基本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

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更加健全，资源

环境要素交易市场更加活跃、价格形成

机制更加健全，推动资源环境要素畅通

流动、高效配置，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对

实现相关资源环境目标的支撑作用有

效增强。

问：意见部署哪些重点任务？

答：意见围绕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基础支撑，

部署了四方面重点任务。

一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配额分配

制度。加强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

交易与相关资源环境目标和管理制度

的 衔 接 ，健 全 有 关 配 额 分 配 和 出 让 制

度 ，在 免 费 分 配 基 础 上 探 索 开 展 有 偿

分配。

二是优化资源环境要素交易范围。

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扩展交易主

体、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健全节能市

场化机制，推动用能权交易试点有序退

出。丰富用水权交易种类，推动节水改

造结余水量、非常规水等参与交易。持

续深化排污权交易，以省为单位建立健

全排污权交易制度，探索开展跨省排污

权交易。

三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制度。

将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有序

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健全资源

环境要素确权、登记、抵押、流转等制度，

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储备调节制度，分类

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大

对交易机构、交易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

等的监管力度。

四是加强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基础能

力建设。研究完善有关法律制度，科学

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加强碳排放、用水、

污染物排放监测核算能力建设，健全金

融支持体系，培育发展第三方机构，提升

市场服务水平。

问：如何推动意见有效落地实施？

答：一方面，抓好任务落实。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围绕主要

目标和重点任务，结合实际完善改革举

措，开展创新探索，推动改革举措尽快

落地见效。另一方面，加强评估分析。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工 作 进 展 评 估 ，分 析 研 究 新 形 势 新 问

题，推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不断深化。

（新华社北京 5月 29日电 记者魏

玉坤、张晓洁）

引导资源环境要素有序流动、优化配置、提高效率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意见》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