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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一个属于中国航天人
的特殊节日；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个见证中
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艰辛历程的特殊地标。

54年前的这一天，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这里发射升
空，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
的大门；

54年后的这一天，全部由“80后”
组成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在这里首次公开亮相——二度飞天的
指令长叶光富和首次圆梦太空的航天
员李聪、李广苏。

九霄逐梦，英雄问天。
4 月 25 日，三名航天员将乘神舟

十八号载人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接
替太空出差半年的神舟十七号航天
员，茫茫的西北戈壁将又一次见证中
国航天的荣光时刻。

叶光富：在春天归来，春天再出征
2022 年 4 月，他作为神舟十三号

航天员，完成自己的首飞任务从天外
载誉归来；

两年后的又一个 4 月，他作为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指令长，
将带着两名队友再度飞天。

在春天归来，又在春天出征。4
月24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这位胸前飞
行荣誉标上已有一颗星的“英雄航天
员”，既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
新时代”，又坦言“这一次，身为指令
长，压力更大，责任更重”。

“飞天之路是一场光荣与梦想的
远征。”叶光富说。

2021 年 10 月 16 日，在成为航天
员的第 11 年，叶光富飞天梦圆，和翟
志刚、王亚平一起乘坐神舟十三号载
人飞船直冲云霄。

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太空的，还有
活细胞。叶光富负责定期观察细胞生
长过程，并拍照记录状态。

有一天，叶光富在显微镜下观察
发现：在绿色的荧光背景衬托下，心肌
细胞在收缩瞬间产生的电信号，呈现
出一闪一闪的荧光点。这一现象让他
激动不已，赶紧用相机记录下来。这
是人类首次看到了失重心肌细胞的

“钙信号闪烁”过程。

太空归来后，叶光富被授予“英雄
航天员”荣誉称号。“身体可以失重，但
心灵永远不会失重。”面对荣誉，他说，
正是祖国和人民的托举，他才能梦圆
太空。

为此，他把成绩和荣誉全部归零，
重新投入训练之中，入选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乘组三个人均为“80后”，都当过
空军飞行员，相似的年龄和经历让他
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叶光富说，如今
他们之间配合默契，往往一个动作、一
个眼神，彼此都能心领神会，可以用

“丝滑”一词来评价。
一次，他们在空间站组合体模拟

器舱内进行运动肺功能操作训练时，
突然舱内响起报警声。三个人不约而
同地放下手头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
应急流程操作。而这原本是另一个乘
组在进行特情训练，他们都下意识地
参与进来了。

根据计划，他们将于4月25日晚
飞向太空。记者见面会上，叶光富代
表乘组表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
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向党和
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李聪：信之弥坚，行则愈远
4 月 24 日，李聪第一次亮相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神情坚毅，目光
锐利。

“人如其名。”李聪的队友们在接
受采访时，总是这样说。

1989年10月，李聪出生在河北邯
郸一个小村庄。为了让他和妹妹接受
更好的教育，原本务农的父母举家搬
到矿区。

中考那年，李聪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如果没有遇到
空军来校招飞，他的人生也许是另一
种模样。

“看到飞行员们驾驶战机翱翔天
空”，李聪形容道，“那一刻身上的每个
细胞都被点燃了”。

在空军航空大学的 4 年，李聪年
年都被评为“优秀学员”。然而，当李
聪驾驶初教机第一次冲上云霄，满心
期待拥抱蓝天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会
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胃里天翻地覆，

“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濒死感涌上心
头”。

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不相信自
己当不了飞行员。

“追梦路上，纵然荆棘遍野，亦将
坦然无惧。”李聪给了自己强烈的心理
暗示。第二次飞上天空，他的注意力
不再放在紧握操纵杆的那只手上，而
是放眼眺望祖国的壮美河山，不适感
无意间消失了。

重获自信的他更加珍惜飞行机
会。初教机和高教机训练结业时，李
聪都是第一名。

“看到电视机里航天员出征的新
闻，我也会忍不住想，自己有没有机会
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2020年9
月，凭借优异的综合素质，顺利通过初
选、复选、定选等层层考核，李聪成为
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是祖国的强大、时代的进步给了
我机遇。”李聪说，自己是幸运的，随着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载人飞行任务
频次从以前的几年一次变成一年两
次，“以前是人等任务，现在是任务等
人”。

任务等人，时间不等人。第三批
航天员固然幸运，但同时也面临着新
的压力和挑战——他们需要在更短的
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识，通过竞争激
烈的选拔。能踏上飞天之路的航天
员，必定是优中选优。

李聪拿下的“一只拦路虎”，是出
舱活动水下训练。

这项训练需要航天员穿着加压后
厚重的训练服，在水下进行大量的上
肢操作。有过几次训练后“手抖得夹
不起来豆芽”的经历，李聪总结出了心
得：“水下训练不能靠蛮力，要有适合
自己的技巧。”

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
组后，李聪在训练笔记上写下这句话：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李广苏：心之所向，行必能至

“能够为祖国出征太空是我莫大
的幸福。”4月24日，在记者见面会上，
李广苏谈及自己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
之路时这样说。

1987年，李广苏出生在江苏沛县

一个名叫王孟庄的小村庄，听着乡间
的蝉鸣蛙叫慢慢长大。

小学时，一天放学回家路上，他突
然听见天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循
声仰望，一架直升机“轰隆隆”地从头
顶上空快速掠过。

多年之后，已经驰骋天空多年、即
将奔赴太空的李广苏，对新华社记者
说，那一天，就是他飞天梦想的起点。

高三那年，空军来学校招飞。经
过几轮选拔，他被空军航空大学录
取。2006年夏天，19岁的李广苏背上
行囊，告别家乡，走上自己的飞行之路。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蓬勃发展，
国家开始选拔第三批航天员。那时已
经是战斗机飞行员的李广苏心想，为
祖国出征太空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
值得去拼一把。

2020 年 9 月，李广苏成为我国第
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李广苏是文科生，对他来说，理工
类课程如同“天书”，学起来非常吃
力。他决定沉下心来，利用课后时间
逐个攻破一个个小知识点，晚上12点
前宿舍基本没熄过灯。

“天上的事，是天大的事。”他说，
“从迈入航天员大队的第一天起，就应
该向一个优秀航天员的标准去看齐，
每一项学习训练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手控交会对接训练成绩离满分还
有点差距，他就一边请教员给他加练，
一边在公寓里桌面式模拟训练器上反
复练习，详细记录成绩并分析每次训
练结果，最终得到了满分成绩。

72 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
练，要求在一个密闭房间里3天3夜不
睡觉，还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各项测
评。李广苏要求自己一定要战胜困
意，每次做测评都全神贯注，成绩也越
来越好。

心之所向，行必能至。经全面考
评，李广苏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

“我更期待7.9公里每秒的速度与
激情，渴望感受失重带来的别样体验，
体验没有翅膀但是依然可以飞翔的美
妙感觉。”对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之
旅，李广苏充满了期待。（李国利、占
康、黄一宸、刘艺、张瑞杰、高蕊）

九霄逐梦再问天
——记神舟十八号航天员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张
泉 宋晨）记者从24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获悉，我国知识产权创造量质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再创新高。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
绍，2023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92.1万
件，核准注册商标438.3万件，登记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1.1万件。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 年全球创新指
数报告》，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
群数量达到24个，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不断加强。2023 年，我国查办专利
商标违法案件4.4万件，办理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案件6.8万件，查办版权侵权
盗版案件 4745 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
满意度提升至82.04分，再创新高。

申长雨说，我国正在加快制定出

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
案，将聚焦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短板
弱项，从政策标准、授权确权、执法司
法、保护管理、社会共治、安全治理、能
力支撑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力措施，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
长况旭说，今年4月16日，市场监管总
局印发了《“守护知识产权”专项执法
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5年）》，在全
国开展为期两年的专项行动，将进一
步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将支持各级执法部门开展版权
执法工作，持续开展‘剑网行动’、青少
年版权保护季、打击院线电影盗录传
播等专项行动，突出大案要案查处和
重点行业治理，不断优化版权保护环
境。”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人汤兆志
说。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再创新高

4月24日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卫星发射塔下拍摄的七一勋
章获得者卓嘎（左一）和“时代楷模”央宗（右一）。

当日是第九个“中国航天日”，“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星红旗”
主题活动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卫星发射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4月24日，来自内蒙古、甘肃、四川等地的少先队员们在中国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东方红卫星发射塔架下，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英雄杨
利伟合影留念。

当日是第九个“中国航天日”，“红领巾爱祖国——我心中的五星红旗”主
题活动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卫星发射场举行。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发射塔架下的致敬

新华社海口4月24日电 （记者吴
茂辉）记者从24日举行的“海南自贸港
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五
场）获悉，《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该条例创新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
度，是海南自贸港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法规。

据介绍，该条例围绕推行市场主体
登记确认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坚持
宽准入、严监管原则，进一步推进市场
主体登记便利化，在放宽准入限制的同
时，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加大违法处罚
和信用惩戒力度。

在创新登记确认制度方面，明确由
登记机关依据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市
场主体的主体资格和登记事项予以确
认并公示，推动市场主体登记由核准制
改为确认制，最大限度将经营自主权交
还市场主体。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
崇高说，这是海南自贸港服务市场主体

理念的重大积极转变，也是实质性降低
准入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具体举措，有利
于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

条例延续海南2019年开始实行的
全岛通办、名称自主申报制度，固化了
近年来探索的证照联办、住所与经营场
所分离改革等相关改革政策。同时吸
收借鉴国际自由港经验，创新设定自由
便利措施，实行最简登记事项、最简登
记材料。如减少申请材料，市场主体登
记备案免于提交企业自治性材料；进一
步减少营业执照记载事项，市场主体相
关事项发生变化后，无需重新打印营业
执照等。

在放宽准入限制的同时，条例加大
对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公示信息弄虚作
假、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等违法失
信行为的监管。比如，规定市场主体
因虚假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其直
接责任人自市场主体被吊销营业执照
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市场主体
登记。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顾
天成 田晓航）幼儿和家长在“模拟接
种”的亲子游戏中学习预防接种知识；
接种医生讲述工作中的难忘经历……
近日，北京市经开区预防接种专题科普
活动吸引不少群众驻足。

“维持高水平接种率是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北京市经开区疾控中心主任
吕若然说，我们开展预防接种健康教育
的主要受众群体包括儿童家长、孕产期
妇女、免疫规划工作人员和公众。

2024年4月25日是我国第38个全
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年全国儿童预
防接种日的宣传主题为“共同行动 接
种疫苗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提升疫苗接种率，关键在提高公
众对预防接种的知晓率。”中国疾控中
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尹遵栋说，《“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健康
教育，将其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

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主任梁爱
民指出，随着时代进步及医疗水平提
升，公众对疫苗的关注已由以往的疫苗
种类、接种地点等信息，转向疫苗的安
全性、有效性、不良反应、需自费接种的
非免疫规划疫苗等。我国疫苗的安全
性、有效性大大提高，家长要及时给孩
子接种疫苗。

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
公众对于疫苗全生命周期保护的认知
在不断提升。今后要聚焦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脊灰灭活疫苗补种，以及新冠、
流感、麻疹、百日咳等呼吸道传染病相
关疫苗接种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倡导群众及时主动接种疫苗。

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聚焦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董瑞丰 李恒）记者24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3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9.70%，比202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继续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则
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一项综合性
评价指标。

监测结果显示，2023 年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3.25%，农村居民为26.23%，较2022年分别增长1.31和2.45个百
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3.30%、28.85%
和24.44%，较2022年分别增长1.42、2.15和1.88个百分点。

根据监测结果，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
全与急救素养59.33%、科学健康观素养54.71%、健康信息素养
41.05%、慢性病防治素养30.43%、基本医疗素养28.84%和传染
病防治素养28.02%。

本次监测覆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36 个县（区）
1008个乡镇（街道），对象为15岁至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
调查问卷73340份。

2023年全国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9.70%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顾
天成 李恒）每年4月26日是全国疟疾
日，当前全球疟疾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国家疾控局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
为“防止疟疾再传播，持续巩固消除成
果”。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的通知明
确，我国每年仍有大量输入性疟疾病
例报告，危重症及死亡病例时有发生，
再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各地要充分认
识输入性疟疾防控对于巩固我国消除
疟疾成果、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
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防止疟疾输入
再传播工作。

反复寒战、高热，多种并发症同时
发作……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
威胁生命的疾病。2021 年 6 月 30 日，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除疟
疾。

消除疟疾后，疟原虫就从环境中
消失了吗？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
有关专家表示，答案是否定的。消除

疟疾具有地域性，一般指在一定区域
内实现了无本地疟疾传播。疟原虫不
会因为消除疟疾目标的实现而在环境
中消失。

今年1月，广东惠州、山东烟台等
地疾控部门均检出输入性疟疾病例。
专家表示，公众不可对疟疾掉以轻心，
要高度重视输入性疟疾引起本地再传
播的风险。

出国旅行，如何预防疟疾感染？
根据国家疾控局此前发布的健康提
示，要做好个人防护，增强主动就诊、
及时治疗的意识。具体举措包括出国
前，应了解目的地疟疾流行情况，做好
防护用品准备；在疟疾流行区工作或
生活时，可采用蚊帐上喷洒杀虫剂、使
用蚊虫驱避剂、穿长袖衣和长裤等灭
蚊防蚊措施；在旅行期和回国后1个月
内，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若出现相
关不适症状，及时就医；入境和就医
时，应主动告知旅行史，以便进行疟疾
排查。

全国疟疾日聚焦“防止疟疾再传播”

海南自贸港创新市场
主体登记确认制度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记者林苗苗
顾天成）春暖花开，正是外出运动的好时节。
专家提示，外出运动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
发现走路变吃力，走不远、走不久，要小心骨
质疏松等疾病风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徐海林
介绍，步行距离缩短、行走能力下降可能是骨
质健康出现问题的信号，“能不能走”可作为
衡量骨质健康的重要参考。除了补钙之外，
老年人应特别注意加强肌力和平衡训练。

“行走能力是否下降，通常从走路的步
数、步速、步态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徐海林
说，步数减少是行走能力下降的一个明显指
标。步速则能够反映心肺功能、关节活动能
力和认知能力。

徐海林认为，总的来说，步速正常的老年人
普遍健康状态比较好，而步速减慢的老年人，
发生骨质疏松的可能性比较高。步态的稳定
性与肌肉力量、平衡能力和神经系统功能等因
素密切相关，如果行走时步态明显不稳，要谨

防摔倒等意外，同时也要排查有无相关疾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副主任医师郏

蓉提示，造成老年人行走障碍最常见的疾病
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下肢关节退
行性病变和过度劳损、骨质疏松症等，如果发
现行走能力明显变差，应排查疾病风险。其
中，骨质疏松症的好发人群是绝经后女性和
70岁以上的男性。

徐海林建议，老年人可根据自己的身体
状态，在医生等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弹力
带、沙袋等轻量级阻力工具进行抗阻训练，提
升肌肉力量和步行能力。不宜外出者可在家
中运动，即使是卧床的病人，也可以进行抬腿
勾脚等下肢被动训练。

此外，专家也推荐老年人进行快走、慢
跑、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等有氧运动。专家表
示，如果行走障碍的发生与衰老、缺乏锻炼或
疾病有关，患者要与医生沟通制定合理的方
案，积极治疗原发疾病，加强锻炼提升肌肉力
量，行走困难的问题将可以得到改善。

老年人走路变吃力要小心骨质疏松等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