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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我国巨型星座组网稳步推进，

一批新型号火箭蓄势待飞，我国商业航天抓

住“黄金机遇期”，创新再升级。

创新部署：实现从“0”到“1”的突破

2024年11月底，我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场建成并成功首发，商业航天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零的突破。

从“0”到“1”，标志着商业航天真正形成

执行发射的完整能力，补齐了商业航天的缺

口，更见证了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创新部署。

《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

划（2015—2025年）》提出鼓励社会资本步入

航天领域，商业火箭和商业卫星公司如雨后

春笋，不断涌现；2024年，商业航天作为“新

增长引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地方产业协

同加速布局。

“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创新，商业航天

的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为行业

发展奠定基础，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火箭专家范

瑞祥说。

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一系列推动商

业航天发展的政策规范不断出台；北京、上

海、广东等十余个省份密集出台专项支持政

策，形成多个商业航天产业集群，构建完整的

产业体系；通过政策联动和资源整合，全国范

围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协同正在形成。

向新而行：推进从“1”到“N”的转型

多家商业航天企业探索运载火箭的回收

和重复使用并取得进展，验证火箭垂直起降

飞行试验陆续成功；目标成为“万星星座”的

千帆星座及GW星座卫星相继发射升空……

“我们计划朱雀二号等火箭在未来两

年稳步进入商业运营阶段。”蓝箭航天创始

人、CEO张昌武说，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

箭去年已完成 10公里级垂直起降返回飞

行试验，相信在未来几年内，商业航天领域

将出现火箭可重复使用技术大发展的“高

光时刻”。

一封封捷报，标记着我国商业航天向新

而行的脚步。

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创始人霍亮感

到，随着政策支持从“基础能力建设”转向“引

导创新突破”，低轨卫星星座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带动产业链重构，火箭、卫星迎来需求

“井喷”，商业航天产业加速从“项目制”向“服

务制”转型。

银河航天的合作伙伴，从2018年的100

多家增长到现在的1300余家，供应链涵盖精

密加工、铸造、电子集成、能源、机电、材料等

领域。

“商业卫星正从‘少量定制模式’向‘批量

模式’转变，像生产电脑一样生产卫星正逐步

成为可能。”银河航天首席科学家张世杰预

测，低时延、低成本、广覆盖、高可靠的卫星互

联网，将在未来成为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又

一里程碑。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商业雷达遥感星

座，航天宏图研发的女娲星座在轨卫星数量

已达12颗，为我国智慧城市、水利安全、灾害

预警提供“太空支持”。巴基斯坦瓜达尔港、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等十余个境外项目，也

得到女娲星座的“安全护航”。

“民营商业航天力量日益壮大，未来还将

产生更多技术亮点。”航天宏图联合创始人廖

通逵充满信心。

厚积薄发：展望从“跟跑”到“领
跑”的蜕变

无论是可回收重复使用火箭投入使用

进入“倒计时”，还是商业卫星大规模组网进

入“进行时”，我国商业航天成绩斐然，潜力

无限。

与此同时，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商业航

天发展目标不仅是更多的火箭发射和更为密

集的卫星组网，而是搭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商

业航天产业生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

蜕变。

“‘国家队+企业’的模式正在成为商业航

天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九州云箭董

事长季凤来表示，两者协同发展不仅能够加

速航天技术迭代升级，还能推动航天应用场

景的多元化和商业化落地。

“商业航天是典型的重资产、高风险行

业，需要政策、技术和资金的多重驱动。”

“期待能有更多耐心资本加入这个行

业。”

“希望投资结构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倾

斜。”

……

根据计划，朱雀三号、力箭二号、智神星

一号等一批新型号火箭将在今年密集开展首

飞任务；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1

月正式开工，计划新建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

位。

政策引领，厚积薄发。创新，让我国商业

航天加速腾飞，逐梦九天。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逐 梦 九 天
——我国商业航天抓住“黄金机遇期”

新华社记者 宋晨 梁姊

2 月 18 日，游客在西溪
湿地乘坐电瓶船赏梅（无人
机照片）。

春意渐浓，杭州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里的梅花竞相绽
放，美轮美奂。西溪湿地已
迎来最佳赏梅时期。

西溪湿地梅花品种繁
多，种植总量超过2.5万株。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新华社天津2月18日电（记者张建新 栗
雅婷）近日，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冬春交替时

节气温变化频繁，不少疾病传播风险增加。专

家提醒，学校和家长需高度重视这一时期孩子

的健康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疾病传播，确

保孩子们以健康的身体状态迎接新学期。

天津市疾控中心传控所呼吸道传染病预

防控制科主任董晓春提醒，初春时节，流行性

感冒、诺如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流行性

腮腺炎、水痘、手足口病等传染性疾病的发病

和传播风险增加。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健康

状况，勤与孩子及学校沟通，发现孩子有发

热、皮疹等症状时要第一时间向学校通报，及

时带孩子就医。

董晓春建议，家长应做好居家卫生管理，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居室环

境清洁。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如均

衡膳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勤洗手，公共场

所保持社交距离等。

学生也应努力树立“健康第一责任人”意

识，坚持不带病上学、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勤洗

手，勤换衣，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手帕或

肘部捂住口鼻。学生要保持健康饮食习惯，不

喝生水，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制食品，注意

营养均衡。同时，学生也要保证睡眠充足，作

息规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自觉爱眼护眼，坚

持适当体育锻炼，提高自身抵抗力。

疾控专家还提醒，学校及托幼机构应严格

落实晨午检制度、因病缺勤缺课追踪与登记制

度、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等，做到传染病疫情

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严格执行复

课证明查验制度。同时学校及托幼机构关注

饮水卫生，检查供水、饮水设施卫生情况，放

空二次供水设备（蓄水池、水箱等）中的储水，

并对其内部进行清洗消毒，确保水质达标后

再使用。此外，学校及托幼机构还应关注食

品卫生，对食堂及相关设施进行维护、清洗和

消毒，检查库房和加工场所内的食品等，清理

过期、变质等不合格食品，并做好登记。学校

及托幼机构要通过正规渠道选购原材料，对所

有餐饮工作者开展相关培训，做好其健康管理。

迎接新学期 专家提示春季健康风险需警惕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在形式主义
问题整改方面出现本末倒置苗头，过度关
注“包装”“唱功”，忽视了“疗效”“实绩”，以
形式主义改形式主义，改不到问题的根本
之处，改不进百姓心坎，亟需高度警惕。

近日召开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提出，压实
整改责任，强化跟踪指导，推进系统整改、
源头治理，坚决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

问题是整改之基。杜绝整改中的形
式主义，要真找问题、找真问题。寻找问
题时，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
敞开胸怀、畅通渠道，深入基层“望、闻、
问、切”，用好信访接待、走访座谈、民生
热线、网络平台等方式，听真话、察真
情。要对典型案例复盘解剖，举一反三，
把问题研究得更深更透，找准找实问题
症结和矛盾本质所在，为抓好整改提供
精准靶向。

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要把“改”字
贯穿始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
在问题整改过程中，很大精力落在“材料”
上，面对媒体说得头头是道，汇报表态斩
钉截铁，落实时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整改落实要真刀真枪、动真碰硬，要盯住
不放、一抓到底，不能装样子、打太极，防
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要用
结果说话，用成效交账，坚决防止搞选择
性整改，甚至边改边犯、改了又犯。

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必须坚持
“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干部群众
最担心的是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
盼望的是常抓不懈、保持长效。制度是
管根本、管长远的。要及时盘点总结整
改过程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对反复
出现的问题要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
的工作，防止问题反弹。同时要坚持制度制定与执行并重，狠
抓制度落实，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使制度成为
硬约束，确保其立得住、落得实、行得远。

整改落实最忌讳打官腔、耍滑头，务必拿出“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真正抓住问题关键，确
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对于整改中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更是
要坚决严肃问责。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谨
防
问
题
整
改
落
入
形
式
主
义
陷
阱

新
华
社
记
者

刘
阳

据新华社洛杉矶2月17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

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新开发的一种基因

编辑疗法在小鼠实验中可提高正确修复的肝细胞比例。这有

望为数百种遗传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

目前，基因编辑疗法已经被用于治疗某些罕见的遗传疾

病，但其基本机制主要是通过破坏或使有缺陷的基因失活，而

不是直接修复导致疾病的基因突变，并且这些疗法费用高昂。

美国莱斯大学和贝勒大学医学院领衔的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最新开发出一种名为“修复驱动”的基因编辑疗法，通过暂时

抑制肝细胞存活所必需的富马酰乙酰乙酸水解酶（FAH）基因等

一系列过程，让只有经过基因编辑的肝细胞得以存活并增殖，

未编辑或错误编辑的肝细胞则会被逐步淘汰。研究人员比喻

说，这就像在一场比赛中，给了基因编辑过的细胞先发优势。

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新疗法能将正确修复的肝

细胞比例从传统方法的约1%提高到25%以上，并能进一步促

进肝脏的再生。

新基因编辑疗法有望用于多种遗传疾病治疗

新华社武汉2月18日电（记者侯文坤）
记者从武汉大学获悉，该校公共卫生学院联

合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哈尔滨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新研究发现，

脑卒中患者用低钠盐（含75%氯化钠和25%氯

化钾）替换普通盐，可降低脑卒中复发和全因

死亡风险。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心血管

领域国际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脏病学

卷》上。

脑卒中是一种脑血管疾病，又称中风，因

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等特点，已

成为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不

仅如此，脑卒中复发的风险较高，且通常较首

次发作更为严重。”论文第一作者、武汉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丁雄说，已有研究

表明，降低血压是公认的预防脑卒中关键策

略之一，而过量摄入钠盐往往容易引发高血

压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对此，研究团队基于“低钠盐与脑卒中

关系研究”的数据开展预设亚组分析。本

次分析共纳入了来自我国北方600个村庄

的15249名脑卒中患者，平均年龄为64岁，

46%为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使用低钠

盐或普通盐，进而分析低钠盐对脑卒中复

发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的影响。在随访期

间，研究团队共记录了2735次脑卒中复发

事件和3242例死亡事件。研究结果显示，

与继续使用普通盐相比，脑卒中患者中使

用低钠盐可显著降低14%的脑卒中复发风

险和12%的全因死亡风险，且不会增加高钾

血症风险。

“此次研究参与者集中于我国北方农

村，主要考虑其饮食特征为高钠低钾，且家

庭烹饪用盐比例高，这使得低钠盐在此类人

群中效果显著。”论文通信作者之一、哈尔滨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田懋一表示，这

种既安全又有效、且低成本的饮食干预措

施，可有效降低脑卒中患者的脑卒中复发率

和死亡率。

研究显示：

改吃低钠盐能降低脑卒中复发及死亡风险

（上接第一版）
作为长春动植物公园夜游项目的保留节

目，由演员王庆峰扮演的孙悟空被网友称为

“雪饼猴”。而为了“投喂”雪饼猴，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往往提前三四个小时守候在“五

行山”前。

善用巧思，精心谋划，我省企业蹚开了一

条寒地夜经济业态更新的文旅新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雪饼猴”在网

络上走红后，公园里的游客构成就从本地人

为主变成外地人居多。目前，短视频平台上

关于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夜游、“雪饼猴”

等相关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

上“坡”：雪道上刮过热情的“风”

最后，要发挥“冷”的优势。

对于吉林省而言，最突出的优势来自雪

场上那一条条滑道雪坡。

用寒地夜经济的视角审视吉林冰雪产

业，“夜滑”成为绕不开的关键词。新雪季，

夜滑市场成为省内众多滑雪场的必争之

地。

暮色四合，灯光点亮，随着国风表演活动

登场，松花湖滑雪场的夜滑时段开启。

据介绍，松花湖滑雪场的夜间滑雪每周

二至周日全线开放，雪道涵盖初级、中级、高

级道以及环形地形公园。雪道总面积达30

万平方米，总长度10公里，最大落差605米，

可同时容纳3000人滑雪。

同处吉林市的北大湖滑雪场也不遑

多让。

记者了解到，新雪季，北大湖滑雪场坚持

打造中国最大夜滑胜地，开放夜滑雪道面积

60万平方米，开放缆车4条，开放雪道6条，

进一步满足游客滑雪多形式需求。

便宜、便捷、高品质的夜滑项目，吸引

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夜色中，人头攒动的

滑雪场，也成为寒地地区夜经济蓬勃发展

的地方。

“灯光锃亮，雪也反光，根本不黑。”驻扎

在北大湖滑雪场景区内的美团配送骑手王隆

生告诉记者，他家在北大湖滑雪场山下，平时

在雪场里面步行送外卖，下山取餐就骑三轮

配送车，防滑又安全。他说，滑雪场周边路好

又亮堂，每一次送餐都挺愉快。订单多的时

候，王隆生在冬夜里跑来跑去，忙得浑身热气

腾腾——

一如正在拔节生长的吉林寒地夜经济。

新华社伦敦2月17日电 一项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领衔

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口腔细菌不仅关联消化系统，还可能会随

着年龄增长与大脑功能变化有关。

这项已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交叉学科》杂志上的

研究发现，口腔中某些细菌与更好的记忆力和注意力有关，而另

一些细菌则与涉及记忆障碍的阿尔茨海默病等风险增加有关。

研究人员招募了110名年龄在50岁以上的英国志愿者，

把他们分成两组并通过漱口液样本来分析他们的口腔菌群如

何影响脑功能。结果发现，口腔里奈瑟菌属和嗜血杆菌属菌

群较多的人，记忆力、注意力和解决复杂任务的能力更强；而

在有记忆问题的人群中，研究人员在他们的样本中检测到较

高水平的卟啉单胞菌属菌群。

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细菌可能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大脑健

康。其中一种可能是有害细菌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对大脑造

成损害。另一种可能是有益菌与有害菌之间的失衡可能妨碍

人体将蔬菜中富含的硝酸盐转化为一氧化氮，而一氧化氮是

神经细胞的通信和记忆形成所需的重要物质。

论文共同作者、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教授安妮·科比特

说，对于脑功能相关疾病而言，这项研究有望让平衡菌群成为

治疗方案的一部分，而这可以通过饮食改变、益生菌、定期口

腔清洁甚至一些靶向治疗来实现。

新研究：

口腔细菌或关联脑部功能

2月18日，来自泰国和老挝的游客在中老铁路西双版纳

站留影。当日，由15名老挝和泰国游客组成的旅游团从磨憨

口岸入境后乘坐火车抵达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

市。这是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免

签政策实施后，抵达的首个旅游团。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