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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吉林省土地

管理条例》及相关政策规定，我

市拟实施中朝圈河至元汀界河

公路大桥工程用地项目，用于建

设交通运输项目。经研究讨论，

该项目可以完善对外交通运输

网络，提升中朝公路运输通道服

务能力，加强两国经贸交流合

作，推动陆海联运发展，符合公

共利益需要，现就有关转用土地

事宜公告如下：

一 、拟转用土地的建设项

目名称和用途：

建设项目名称：中朝圈河至元

汀界河公路大桥工程用地项目

用途：交通运输用地

二、拟转用土地范围和面

积：

拟转用土地位于敬信镇圈

河村，拟转用土地总面积：0.5232

公顷。

三、土地补偿依据、标准和

安置情况：

转用土地补偿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吉林

省土地管理条例》《延边州人民

政府关于实施全州征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延州政函

[2017]74号）《中朝圈河至元汀界

河公路大桥项目使用国有林地

补偿协议书》等有关规范性文

件。安置以货币安置为主，并按

照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意见安置。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

单位及个人不得在拟转用（占

用）范围内的土地上抢摘抢种农

作物、树木及新建房屋、大棚温

室等地上附属设施，如有违反一

律不予补偿，并实行失信惩戒。

特此通告

珲春市人民政府

2020年11月20日

“嫦”风破浪正当时，“五”动九

州揽月回。

11月24日凌晨，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

拖着长长的尾焰，用巨大的轰鸣打

破海岸边夜的宁静，全速托举中国

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划过夜

空，迈出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

回的第一步。这是中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中的收官之战，

更是中国航天领域迄今为止最复

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

按照计划，嫦娥五号将成为中

国首颗从月球采样后起飞的探测

器，还将带着自动采集的约2千克

月壤归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月球

“挖土”？地月往返的探索之旅，又

将经历哪些“步步惊心”的时刻？

为什么要去月球“挖土”？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作为地球唯一的“小伙伴”，月

球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

“最熟悉的陌生人”，是那个我们每

当夜幕降临总会出现在天空中的

仰望。

就像一面镜子，月亮映照着苍

茫大地，也让我们从中更好地认识

自己。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

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

识和利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月壤即月球的土壤，对地球人

来说蕴藏着巨大的科学价值。为

了去月球“挖土”，主要航天国家都

“很拼”。

苏联月球 16 号探测器从月球

取回了一块101 克的小样本，月球

20号探测器和月球24号探测器则

分别采集到了55克与170克样品。

1969年7月至1972年12月间，

美国通过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

号载人飞船实施了7次载人登月任

务，除了阿波罗13号因发生故障中

途返回，其余6艘飞船皆完成登月，

成功将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共带

回月壤和月岩样品约382千克。

嫦娥五号探测器由轨道器、返

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

任务的科学目标主要是开展着陆

点区域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

对月球样品进行系统、长期的实验

室研究。

嫦娥五号任务，既是收官之

作，更是奠基之作。国家航天局探

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嫦娥五

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照宇表示，嫦

娥五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绕、

落、回”三步走中“回”这一步的主

任务，要实现月球表面采样返回。

这次任务相比我们已经实施的绕

月探测、落月探测来说，是一次新

的、更大的技术跨越。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带回约 2

千克月壤。经过论证，2 千克数量

上不算少，工程上可实现。但作为

对这次任务的考核，我们的目标是

采样返回。采到样品返回地球，就

是成功。”裴照宇说。

“月球是我们地球的唯一天然

卫星，更是我们地球的战略制高

点。”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

胡浩认为，“因为月球有它独特的

条件，它的位置、环境、资源都非常

独特，不光是对航天技术、科学认

识的后续发展，包括对经济社会建

设的后续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为什么说嫦娥五号的每
一步都“步步惊心”？

作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中的收官之战，不同于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家族的其他探

测器一去不复返，嫦娥五号将有望

实 现 中 国 航 天 史 上 的 多 个“ 首

次”。每个“首次”都意味着全新的

挑战，每一步都堪称“步步惊心”。

一是首次月面自动采样，两种

“挖法”齐上阵。

这个阶段，嫦娥五号将在月面

选定区域着陆，并使出浑身解数采

集月壤，实现我国首次月面自动采

样。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的设计师们精心设计了两种“挖

土”模式：钻取和表取。当顺利软

着陆在月球表面，嫦娥五号就开始

了为期约2天的月面工作。

“只有一次机会！”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

副总设计师彭兢介绍：“我们将可

能遇到设备故障、突发情况等诸多

风险，对月壤状况也不知情。为了

避免各种不可抗力带来的意外，在

地面上进行了无数次试验，反复调

教机械臂。”

二是首次月面起飞上升，全靠

嫦娥五号“自己完成”。

当完成月面工作后，嫦娥五号

就要回家了，但嫦娥五号想带着月

壤回来可不容易。众所周知，运载

火箭在地面起飞是有一套复杂的

系统和庞大的地面队伍作保障和

支撑的。而月面起飞就完全不同，

没有一马平川的起飞地，更没有成

熟完备的发射系统。

“着陆器就相当于上升器的发

射塔架，月球表面环境复杂，着陆

器不一定是四平八稳的状态，这就

给月面起飞带来更大的挑战。此

外，这一切都要靠嫦娥五号自己在

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上独立完成，

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彭兢说。

三是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

对接，“千里穿针、一气呵成”。

当着陆器托举上升器实现月

面起飞上升后，嫦娥五号便开始一

路飞奔。但仅靠上升器是不可能

实现返回地球的，它需要飞到月球

轨道上，在这里与轨返组合体交会

对接，把采集到的月壤转移到返回

器中。

在 38 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

进行无人交会对接不仅在我国尚

属首次，也是人类航天史上的首

次，这为嫦娥五号研制团队带来了

极大的挑战。

为此，从上升器进入环月飞行

轨道开始，一直到轨返组合体与上

升器完成对接与样品转移为止，设

计师们为嫦娥五号精心设计了交

会、对接、样品转移、组合体运行、

轨返组合体与对接舱分离等一系

列关键动作，助推嫦娥五号实现对

接。

“这种国际上的新兴方案，在

地面上已经进行了上千次的模拟，

但其难度却是千里穿针，要求一气

呵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

娥五号轨道器技术总负责人查学

雷说。

四是首次带月壤高速再入返

回地球，打一个“太空水漂”。

当返回器带着月壤，从38万公

里远的月球风驰电掣般向地球飞

来，这时它的飞行速度是接近每秒

11公里的第二宇宙速度，而一般从

近地轨道返回的航天器速度大多

为每秒8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

“可别小看了这每秒 3 公里的

差别，就好像扔石头，同样一块石

头，从一层楼扔下来的速度和从十

几层楼扔下来的速度肯定不一

样。”彭兢说。

为此，嫦娥五号探测器的设计

师们创新提出了半弹道跳跃式再

入返回技术方案，就像“在太空打

水漂一样”，整个再入返回过程就

是让返回器先高速进入大气层，再

借助大气层提供的升力跃出大气

层，然后以第一宇宙速度扎入大气

层、返回地面。

此外，月壤来到地球以后，也

是我国首次大规模进行月壤样品

的处理、分析和研究，相关的配套

实验设施和设备已经准备就绪。

是什么，让他们探月追梦
不止步？

梦想，恰如一颗力量惊人的种

子，总能在历经风雨后破土而出、

长成参天大树。

从立项到发射，嫦娥五号经历

了近10年的艰辛奋斗。三千六百

多个日夜，十多万人的努力和付

出，终于将要迎来开花结果那一

刻。

——是他，从少年到白头，拿

着 0.5 克月壤发奋研究，一生为探

月、逐梦不停歇。

1978 年5月，美国送给中国一

块1克重的月球岩石样品，国家决

定一半用于科研、一半向公众展

出。拿着 0.5 克样品，欧阳自远和

全国各实验室的同事们用了4个多

月发奋研究，很快就发表了14篇论

文。那时，欧阳自远的梦想就是能

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壤。

45 年准备、论证，16 年探月追

梦。从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白发老

院士，作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

首席科学家的欧阳自远一干就是

大半辈子，他和同事们完成了《中

国首次月球探测立项报告》，并推

动中国的深空探测越走越远。

“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

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是梦想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欧阳自远说。

——是他们，从失败到成功，

战高温、斗酷暑，用身体为火箭遮

风挡雨、用青春为航天矢志奋斗。

此次运送嫦娥五号的“专车”，

是目前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

五号火箭，从设计之初便瞄准探月

和深空探测等一系列重大航天任

务，但第二次发射的失败，却不得

不让中国航天放慢了脚步，但航天

人从来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继

续迎难而上。

作为火箭系统的“01指挥”，来

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

的黄兵是对火箭最熟悉和了解的

人之一。每次发射，这个爱跑步的

航天专家就像一名战士，不顾海南

的高温和热浪，丝毫不敢落下脚

步，紧跟在火箭后面，小心翼翼地

守护着。

回忆起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复

飞前的那几天，黄兵说：“那时的自

己真正感受到什么叫紧张，在操场

上一圈一圈地跑，一直跑了20多公

里，直到精疲力竭……”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至暗时

刻，必将走得更远。”黄兵说。

——是他们，花小钱办大事，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指标不

降、经费不超、工期不拖，精打细算

地铺就了中国的探月之路。

中国探月工程是高效、低投

入、高产出的典范，与美国动辄数

亿美元的探测器相比，性价比极

高。

“中国的探月工程，正是精打

细算铺就了探月之路，送嫦娥上

天、采月壤返回，充分体现了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国家航

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管王

正伟说。

为达到功能最优，嫦娥五号

每一部分的重量都“克克计较”，

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减重”；为实

现好世界首次月轨交会对接，探

月人进行了 60 余个专项试验，以

期充分验证、不留疑点；国家航天

局还组织全国专家，进行全过程

质量管控……

千万颗心，连着太空；亿万双

手，托举航天。未来，中国人探索

宇宙的脚步还将走得更远。

“在探测太空的领域，中国不

能缺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

说，从奔月到“闯”月、从跟跑到并

跑，中国人在不停求索，部分领域

已经开始领先。

探月工程三期研制过程中，国

家航天局对后续的月球探测进行

了论证，规划了嫦娥七号和嫦娥八

号任务，这两次任务目标是建设月

球科研站基本型。中国向国际社

会发出倡议，希望与世界各国合

作，共建国际月球科研站，这将为

月球科学探测和月球相关技术的

实验提供共享平台。

“这次嫦娥五号肩负着月球采

样返回的光荣使命，我们的天问一

号也正在飞向火星的路上，我们还

要飞得更远，去探测木星、小行星

并建设我们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中国已经昂首进入了深空探测的

新时代。”欧阳自远说。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24日电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4日电（记者 韩朝阳）

记者从河南省科技厅

获悉，科技部近日批复

同意国家超级计算郑

州中心通过验收，并纳

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

序列管理。郑州中心

成为继天津、长沙、深

圳、济南、广州、无锡之

后 全 国 第 7 家 国 家 超

级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郑州

中心通过验收并投入运

营，对促进河南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引领和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

心配备了技术先进、自

主可控的中科曙光新一代高性能

计算机，峰值计算能力 100PFlops，

存储100PB，主机系统实测持续计

算性能居国际同期前

列。

据河南省科技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超

级计算郑州中心将面向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立足中原、辐射周边、服

务全国，围绕数字经济、

社会管理、环境治理、高

端装备、人工智能等方

面开展一批重点特色应

用，为河南乃至周边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

大算力支撑。

下一步，河南省科

技厅将会同相关单位研

究制定加快超算中心建

设发展有关措施，组织

实施超算中心创新生态系统建设

科技专项，全力推动超算中心建设

发展。

珲春市人民政府拟转用土地通告
珲政征告〔2020〕13号

探月“三步走”收官“有看头”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正式启航

新华社记者 胡喆 陈凯姿

国
家
超
级
计
算
郑
州

中
心
通
过
验
收

新华社长春11月24日电（记

者 孟含琪）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了

解到，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研究员曹乃亮团队与湖南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联合研制出荧光检测

分选仪，可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研发的第三代杂交水稻繁殖系

种子进行高精度、大通量分选，助

力我国第三代杂交水稻推广应用。

今年11月2日，袁隆平领衔的

第三代杂交水稻取得了双季亩产

1530.76 公斤的成绩，为确保我国

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但推广背后有个难题。在第

三代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科研人

员需要将繁殖系种子中遗传工程

核不育系种子和工程保持系种子

精准区分，才能进行杂交制种。过

去，都是靠人拿着手电筒，一粒一

粒地进行区分，一天最多区分几公

斤种子。历经两年，该团队与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同研制出第

三代杂交水稻繁殖系种子荧光检

测分选仪，每小时可对 20 公斤种

子精准分选，解决了制约第三代杂

交水稻推广应用的瓶颈。

该成果于11月18日通过了由

湖南省农学会组织邀请的专家组

现场验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

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等 9 名专家

组成员称，该技术成果为第三代杂

交水稻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成果水平达到同类研究国际领

先水平，建议加快推动产业化进

程。

“神器”助力第三代杂交水稻繁殖系种子分选
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记

者 齐中熙）24日，一款由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自主研制的国产首台四

臂凿岩台车正式亮相。该设备可

用于铁路、公路等隧道开挖和支护

作业，填补了国产高端凿岩施工装

备的空白。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特种装备

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刘金书介绍，除

四只机械臂外，这款四臂凿岩台车

还有一个聪慧的“大脑”，加载了智

能成套设备，使整机具备了全智能

开挖钻孔、超前地质钻探与分析、

注浆加固、配合装药等功能。

刘金书介绍，在研制过程中，

研制团队攻克了冗余自由度机械

臂钻进精准控制、智能型凿岩台车

整机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制造

过程中，还可根据工程实际需要，

给设备加装掌子面精细化识别、半

自动注浆、自动管棚工装、机械化

装药等功能模块，实现无人化或少

人化施工，提高作业安全性。

在使用性能上，与目前市场应

用较广的三臂凿岩台车相比，四臂

凿岩台车一次作业覆盖范围可达

200 平方米，相当于两台三臂凿岩

台车同时作业。

国产首台四臂凿岩台车问世

新华社贵阳11月24日电（记

者 吴思 李凡）记者从贵州省水利

厅获悉，“十三五”以来，贵州聚焦

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

化区三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着力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截至目

前，贵州农村集中供水率提高至

96.32% ，自 来 水 普 及 率 提 高 至

90.2%。

为了让农村贫困地区群众吃

上“放心水”，贵州从政策、资金、项

目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不断改

善水利基础设施条件，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

“十三五”以来，贵州累计投入

农村饮水安全省级以上资金53.35

亿元，解决了全省740.94万农村人

口饮水安全问题，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252.43万人，按现行标准已

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新华社哈尔滨11月 24日电
（记者 杨喆）记者从黑龙江省水

利厅获悉，11 月 24 日 8 时，松花

江干流哈尔滨江段封冻，封冻日

期 较 常 年 提 前 1 天 ，封 江 水 位

116.39米。

目前，黑龙江省4条大江中，黑

龙江干流洛古河至鸥浦段已封冻，

其他江段冰情现象为流冰；嫩江干

流同盟段、齐齐哈尔段冰情现象为

流冰，其他江段已封冻；松花江干

流哈尔滨段已封冻，其他江段冰情

现象为流冰；乌苏里江干流冰情现

象为流冰。

贵州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提高至90%以上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江段封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