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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2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上，雨果奖得主、科
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入选“银
河科幻名人堂”；茅盾文学奖得主、四
川省作协主席、《科幻世界》杂志社前
社长、总编阿来获银河奖特别贡献奖。

1999年，刘慈欣在《科幻世界》首
次发表两篇作品《鲸歌》和《微观尽
头》，同年首次凭借《带上她的眼睛》
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他获
得雨果奖的作品《三体》最初也是在
《科幻世界》上连载的。

“入选‘名人堂’并不是终点，我更
愿意把它看作对我在科幻历程中途的
一个鼓励。”作为“银河科幻名人堂”首
位入选者，刘慈欣表示自己已经与银
河奖一起走过20个年头，希望今后能
够创作出更多让读者满意的作品。

阿来于1996年到《科幻世界》杂
志工作，2007年离开，但此后仍一直
关注中国科幻的发展。他表示，科幻
的产业链很长，不管是已经取得成功
的电影《流浪地球》，还是一些不那么
成功的尝试，都值得好好总结。

编辑部位于成都的《科幻世界》
创刊于1979年，被誉为“中国科幻作
家的摇篮”，培养了刘慈欣、王晋康、
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名作家。由
《科幻世界》设立的银河奖被誉为中
国科幻界最高奖。

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
会于22日至24日举行，邀请了来自
14个国家的近60位国际嘉宾和300
余位中国知名科幻作家、相关学者及
科幻产业人士共同出席。 （新华社）

记者23日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中铁十八局集团承建的成
都地铁10号线、6号线工程，先后破
解富水砂卵石地层中长距离地铁盾
构施工难题，并在国内施工中首次采
用钢套筒盾构接收技术，为我国地铁
施工积累了重要经验。

据中铁十八局项目经理许杨平
介绍，成都地铁10号线二期工程全长
27公里，最高运行速度为每小时100
公里。该公司负责施工的地段穿越
富松散大卵石地层，地质情况十分复
杂。细小沙粒中，又夹裹坚硬卵石，
强度不均，施工难度罕见。

盾构始发后，项目部安排专人每天
24小时对隧道沿线地面、建筑物及构
筑物进行巡查，同时增加机械设备人员
投入，在特殊地段对设备提前全面“体
检”维修保养，确保了盾构零故障。

此外，该集团承建的成都地铁6
号线土建项目还在国内首次采用钢
套筒盾构接收技术。据了解，这项新
技术是一种能够安全接收盾构机并
保护钢套筒装置，主要作用是在富水
沙层或者周边环境复杂时，确保盾构
接收时洞门密封不漏水，土仓内建立
起压力，更有效地保护好钢套筒，保
证盾构接收安全。 （新华社）

凭借高可靠、高成功率的表
现，长三甲系列火箭享有“金牌火
箭”的美誉，发射成功的背后，一支
富有朝气、充满战斗力的研制团队，
默默支撑着这型金牌火箭成长。

为了满足北斗工程的建设需
要，长三甲系列火箭研制团队开展
了大量的创新性工作，突破了以多
轨道面设计技术、起飞滚转定向、
双向高空风补偿、冷氦增压系统冗
余等为代表的几十项关键技术，飞
行可靠度提高到0.94的水平。

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三号乙火
箭在可靠性和安全性上不断提升：
箭上测量系统增加保护装置和防护
手段，提升数据采集的可靠性；地面

设备通过升级改造和优化，安全性
进一步加强，提高了使用安全性。

近年来，长三甲系列火箭高密
度发射逐渐成为常态，虽然通过流
程优化、火箭发射准备时间已经大
大缩短，但研制团队在发射场出差
的时间依然很长，团队骨干成员的
年均出差时长超过200天，他们经
常开玩笑将回北京称为“出差”，发
射基地则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担任火箭常规动力指挥的朱
平平，在一次常规推进剂加注过程
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为了不影响
工作进度，他忍着病痛坚守在指挥
岗位上，时刻关注着显示屏上加注
量数据。加注完毕，他发现加注量

比要求值低了一些，神经顿时绷紧
了。他迅即对数据进行判读分析、
对加注量重新计算，精准地完成了
一系列危机处理动作。只有偶然
间从额头滑落的几滴疼痛的汗水，
诉说着他正在经历的煎熬。

经过紧张的讨论，大家认为加
注结果满足任务需求，不影响后续
工作。后来，火箭准时发射，精确
入轨，朱平平却因急性肠梗阻住进
了医院。

“我们不仅追求结果圆满，也
追求过程的圆满。”长征三号甲系
列火箭总指挥金志强说，正是这样
的执着，支撑着这个团队向着更高
的目标不断前进。 （新华社）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等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
之路》基本陈列。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和阐
述了“中国梦”。从这时起，“中国
梦”就成为全党全社会乃至全世界
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思想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
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
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
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
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
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
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
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奋勇前进。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
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强调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全体中
华儿女要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梦，不仅造福中国人
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中国梦生动形象表达了全体
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追求，昭示着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美好前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
神。中国梦已经成为凝聚党心民
心、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
量。 （新华社）

11月23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搭配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
箭双星”的方式将两颗北斗三号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是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7次发射，
也是该系列运载火箭今年的第11次发射。

从2007年发射首颗北斗二号导航试验卫星算起，12年间，长三甲系列火箭用37次发射成功的表现，将51颗
北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如果再算上更早前发射的北斗导航试验卫星，那么长三甲系列火箭已经41次、护
送55颗北斗卫星进入轨道。

成功发射40多次

中国北斗导航卫星在轨数量突破50颗！

继11月5日发射北斗三号导
航卫星之后，23日上午，长征三号
乙火箭再次将两颗北斗三号导航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18天两发
的高频率，完成“一月双射”。而在
此之前，长三甲系列火箭已先后两
次完成了这样的“壮举”。

长三甲系列火箭因其入轨精
度高、轨道选择多、适应能力强，成
为发射北斗导航卫星的“专属列
车”。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总指挥

金志强介绍，长三甲火箭入轨精度
高，既可“一箭单星”发射，也可“一
箭多星”发射；既可用于标准地球
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也可用于超同
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
道发射，火箭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实
现侧向机动变轨、多次起旋、消旋、
定向等，满足卫星不同的入轨要
求。

作为长征火箭家族中的大“劳
模”，长三甲系列火箭也是我国目

前唯一进入“百次发射俱乐部”的
系列火箭，保持了多项纪录：2015
年，长三甲系列火箭创下109天执
行 7次发射的高密度发射纪录；
2018年，长三甲系列火箭圆满完
成14次发射任务，创造年度发射
数量纪录；2019年4月，长征三号
乙遥五十九火箭将北斗导航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长三甲系列火箭成
为首个发射次数过百的单一系列
火箭。

一直以来，长三甲系列火箭追
求成功的脚步从未放缓。面对型
号高强密度研制、生产、发射成为
常态的局面，为了让管理流程更加
精细，将型号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得
到有效的固化、传递和应用，型号
在精细化流程管理体系建设上下
足了功夫。

航天型号研制作为复杂的系
统工程，不仅需要各个参研单位的

紧密配合，还需要每个环节、每名
人员的通力协作、顺畅衔接，才能
确保每一项工作可以正确、规范、
高效地完成，确保发射万无一失。

“精细化流程管理是精细化管
理、流程再造、知识管理等与航天实
践相融合而形成的一套管理理论和
方法，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了一
种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将火箭
研制工作与各环节、各岗位有机、高

效地统一了起来。”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一院党委书记李明华说。

“为了更好地优化完善现场工
作流程，型号在流程梳理、数据分
析、工作‘双想’等方面都提出了明
确要求，要用‘一张网’过滤现场工
程流程项目，用‘放大镜’找寻隐藏
的问题及隐患，用‘放电影’的方式
做好预想和回想工作。”长征三号
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陈闽慷说。

“一月双射”：长征火箭家族大“劳模”

“高效统一”：连战连捷背后有“诀窍”

“金牌火箭”：成功的另一面是“汗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阐述中国梦

刘慈欣成
“银河科幻名人堂”
首位入选者

我国破解
富水砂卵石地层
盾构地铁施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