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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3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

“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将肩负哪些使命？
侧记心怀山海，眼有星辰。浩瀚太空再度迎来中

国人逐梦苍穹的身影。

6月5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点火升空，成功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顺利

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发射告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入轨后，采取径向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同空间站组合体对接。3位航

天员将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正式开启6个月

的太空之旅。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及天舟五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

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堪称“最忙太空出差

三人组”。这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神舟十四号

飞行乘组又肩负哪些使命？

出征：“神箭”再创新纪录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

火箭，站立时长达到近10个月，刷新了此前遥十三

火箭站立6个多月的纪录。

为何火箭发射升空前要“站”这么久？专家

告诉记者，自执行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起，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采取“发射1发、备份1发”及“滚

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加上

“双保险”。

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就

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应急救援火箭。随着4

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功返回，遥十四火

箭也结束了应急救援值班任务，由应急状态转入

正常任务状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总指挥荆木春介绍：“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执行了从神舟一号至今的所

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器的发射任务，发射成功

率达到100%，被誉为中国神箭。”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消除薄弱环节，

研制人员不断进行技术改进。

“这就好比考试成绩要从90分提高到91分，

甚至91.1分，哪怕是0.1分的提升，背后的工作也并

不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为此，研制团队不仅提前对长期竖立状态

下火箭诸如火工品承载能力、螺栓预紧力等开

展了专门的试验验证，并且保证火箭竖立时的

温湿度等环境条件，还会在火箭转入正常任务

状态后对箭上螺栓拧紧力矩、密封产品的密封

性等进行复测。

遥十四火箭发射准备期间，型号团队还需同

步开展遥十五火箭的装配和测试等，完成应急救

援状态的设置。

“通过去年两次任务探索实施流程并行与优

化，今年发射的准备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常武

权说。

目标：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 2022 年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为标志，中

国空间站已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

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将于 2022 年下半年

全面建成。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第二

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

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3名航

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

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轮换，于12月返回

地球。

此次出征的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堪称“最忙

太空出差三人组”，他们肩负着完成中国空间站在

轨组装建造的重要使命。

“在长达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要经历的

飞行工况极为复杂，包括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

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任务。”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员科研

训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完成以天

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

的天宫空间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其中，

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梦天实

验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建造期

的关键一战，困难更多、挑战更大。担任此次任

务指令长的陈冬在出征前说：“我们乘组一定会

以满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表现，坚决完

成任务。”

展望：载人航天“三十而立”再出发

从1992年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被批准

实施，至今已走过近30年。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神舟十四号，从

一人一天进入太空到多人多天进入太空，再到驻

留太空3个月、6个月……中国空间站蓝图绘就，

飞天梦伸向更远的天际。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

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

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

工程。

然而，空间站工程立项之初，中国航天人面临

着很多难题，比如空间站长什么样、走什么样的技

术路线、怎么建……任务非常艰巨。

研制准备长达十年之久，许多空间站工程设

计研究人员十年如一日，每个人都把建成中国人

自己的空间站作为追求和梦想，使一项又一项关

键技术得以突破，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得

以解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绍，完

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转入为期十年以

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

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

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进

行照料和维护。

此外，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

新一代载人飞船，均可实现重复使用，新一代载人

飞船可搭载7名航天员。

“同时，我们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展舱段，

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

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郝淳说。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6月5日，清晨。风静云逸，碧空如洗，清澈的阳
光倾洒在东风航天城问天阁广场上。

7时50分许，3名身着舱内航天服的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从问天阁南侧门走出，迎
着朝阳走进人们视线。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激昂的乐曲在广场上回荡，欢呼声此起彼伏。

一步、二步、三步……3位航天员在鼓乐声中迈
步前行，数百名前来壮行的人们挥舞着国旗和鲜花，
把现场变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指令长陈冬走在中间。2010年5月，陈冬正式
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训练6年后，执行神舟十一号
飞天任务，与战友一起完成了33天的太空飞行，首次
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如今，又一个6年过
去，陈冬再次飞天。

刘洋走在陈冬左边。今天，距离她执行神舟九
号飞天任务，已整整过去了10年。当年站在景海鹏
和刘旺身边的那个文静“小师妹”如今已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她迈着愈发自信坚定的步伐，开启第二次
太空之旅。

首次公开亮相的蔡旭哲，走在陈冬右边。经过
12年的训练和坚持，他迎来了人生中的首次太空之
旅。叩问苍穹的航天员队伍里，再添新面容。

四步、五步、六步……3位航天员，步调一致，坚
定向前。

他们肩负的，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
人飞行任务。这也是中国人的第9次太空远征。

此次任务，他们将面临构型多、状态新、任务
密等挑战，在太空迎来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
创造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迎接舱段到访空间站的
历史。

神舟十四号乘组全部由中国第二批航天员组
成，是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

接力筑天宫，圆梦征穹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
组装建造，将在他们手里完成。

七步、八步、九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循
着前8次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的足迹，稳
步前进。

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
天，从舱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长期驻
留……天地往返、出舱活动、交会对接，中国人奔赴
星辰大海的步伐从未停止。

向前、向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的脚步，迈
向中国航天事业的新里程。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您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航天员陈冬！”“航天员刘洋！”“航天员蔡旭哲！”

“出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沉稳有力的命令
在广场上空回荡。

“是！”３名航天员齐声响亮回答，共同抬臂
敬礼！

3名航天员走向“特1车”。“特1车”是航天员在
出征仪式结束后，前往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乘坐用
车。“特1车”驾驶员马仕豪说：“人生中能有这样的
经历，是我最为骄傲的事情。”

在5辆呈“V”字队形的摩托警车一路护送下，“特
1车”载着飞行乘组驶入载人航天发射场。

陈冬、刘洋、蔡旭哲，祝福你们太空之旅圆满
顺利！ 新华社酒泉6月5日电

6月5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的画面。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暑期临近，高校

学生返乡有什么防疫新规定？疫情防控如何更

加科学精准，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

热点问题。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等现象

“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等现象。”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

表示，在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

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各地要更加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高

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

雷正龙表示，要坚决做到“九不准”：不准随意

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

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

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

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

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

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

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

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

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不准随意

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

高校学生返乡不得“层层加码”

暑假临近，大学生返乡将迎来高峰。教育部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刘培俊表示，满足

条件的高校学生不再集中隔离。

刘培俊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

日印发通知，明确有疫情的地区，高校内如果没

有疫情，实施7天以上封闭管理结束后，学生可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高校开具的相

关证明离校返乡，实施“点对点”闭环返乡。满足

以上条件的高校学生，不再集中隔离，到家后实

施7天健康监测，如有异常，应及时报告当地社

区和疫情防控部门。

“各地要逐级传达、逐级落实学生离校返乡

政策，不得‘层层加码’。”刘培俊说。

返乡学生如确需集中隔离，如何减轻学生的

费用负担？刘培俊介绍，通知明确，返乡学生确

需隔离的，各地免除集中隔离费用。

做好留校学生服务保障

部分高校学生因就业、学业等原因，暑期选

择留在校园。上述通知强调，各地各高校要充分

尊重学生意愿，对选择留校的学生做好生活服务

保障。

刘培俊介绍，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做

实做细相关工作，满足学生留校参加实习、进

行实验研究、准备论文以及考试等各项合理需

求，教育引导学生加强健康监测，持续做好个人

防护。

此外，动态掌握留校学生健康、学习、生活状

况与需求，及时提供针对性服务。特别是按需求

开放校内的学习、锻炼、科研等重点场所，满足学

生就诊就医等特殊需求，让留校学生感受“在校

如在家”的温暖。

同时，守好学校“校门关”，特别是做好重点

人员核酸检测、重点场所的环境消杀，落实常态

化防控措施，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根据当地疫情

的形势，动态调整和优化校园的疫情防控措施，

以人性化、弹性化和科学化的管理方式，精准有

效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第九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美洲峰会）6月6日

在美国洛杉矶拉开帷幕。会议尚未举行，美国与一

些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凸显。

霸道做法遭多国抵制

从美洲峰会的历史看，美国是这一机制的主

导者。199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首次提出

建立一个“从美国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火地岛”、覆

盖整个美洲的自由贸易区。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

后延续了这一被称为“美洲倡议”的计划并加以具

体化，在其任内首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于1994年

在迈阿密举行。此后，美洲峰会大约每三到四年

举办一次。

尽管美洲峰会的初衷是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但美国一直将其作为宣扬政治立场的舞台，甚至将

会议本身作为一种手段来排除异己。此次主办美

洲峰会，美国企图再次借机打压拉美左翼国家，干

涉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事务。

拜登政府4月称，美方不打算邀请古巴、尼加

拉瓜、委内瑞拉领导人出席第九届美洲峰会，理

由是“民主问题”。此举遭遇拉美多国强烈反

弹。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如果不邀请全部美

洲国家的领导人，他本人将拒绝出席，仅派政府

代表参加。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三国

领导人也随即跟进这一决定。加勒比共同体的

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称若个别国家被排除在

外，将集体抵制这场峰会。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第

21届峰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借举办第九届

美洲峰会之机对部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实施排

他性和歧视性做法。

美国在遭抵制后态度有所松动，表示考虑邀请

古巴参会。然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很

快回应，他不会出席本届美洲峰会，并直言“（拜登）

只是希望拍一张峰会照片，服务于他的竞选”。

胁迫拉美反俄恐无果

在本届美洲峰会上，除了区域合作发展、移民、

经贸等传统议题外，俄乌冲突毫无疑问将是峰会上

的重要议题。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美国多次拉拢施压拉美国

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但徒劳无功。拜登政府必然

会借此次美洲峰会胁迫拉美各国选边站队，打压对

俄友好的拉美国家，分化俄拉关系，进一步压缩俄

罗斯的国际空间。

拉美国家之所以没有在俄乌问题上亦步亦趋

跟随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上远离冲突，不愿卷

入其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拉美与俄罗斯在多个领

域存在合作，不愿与俄罗斯完全切割。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孙岩

峰预测，美国很难在本届峰会上达到彻底切断俄拉

合作的目的，峰会最终也不太可能将制裁俄罗斯明

确写入共同宣言等官方文件。

合作口号多于实际行动

去年，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重建更美

好世界”基建计划。此后，美国政府多次派出代表

团访问多国试图推进“重建更美好世界”。拉美成

为该计划的重点目标。

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意图在此次美洲峰会上推

出面向拉美地区基建项目的一揽子计划。然而，由

于俄乌冲突后美国国内形势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

变化，拜登政府针对拉美的政策空间并不宽松，因

此恐难拿出具体实施方案。

事实上，自“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提出以来，

真正落地的项目少之又少。一方面是美国空喊口

号多于实际行动，另一方面是该计划一直没有找到

完善的融资方案。不少拉美国家已经认清，美国的

政策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据新华社电

接力筑天宫 圆梦征穹宇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出征目击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九不准”防止抗疫“一刀切”
美洲峰会“后院起火”美国遭遇外交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