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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喆

在天安门城楼正南约 20公里处，有
一块名叫“东高地”的区域。

这里，看似寻常，却是我国建立最
早、规模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这里
的学校、医院均以“航天”命名。

这里，走出了钱学森、任新民等数位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研究室到试
验基地，从大漠风沙到瀚海惊涛，初心不
改，矢志不渝。

这里，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他们孕育的长征火箭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
发射载人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的重大跨
越。近 200次的发射任务背后有哪些惊
心动魄的故事？跟随新华社记者走进
它，一同揭开长征火箭跨越成长的基因
密码。

筑梦：长征火箭从这里诞生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
一颗人造卫星。那一年，火箭院组建成
立。当时的中国，火箭事业几乎为零。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酒泉卫
星发射基地，随着操纵员按下发射的红
色“点火”按钮，长征一号火箭喷吐着橘
红色的火焰，伴随巨大轰鸣，托举东方红
一号卫星徐徐升空。

自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一
号卫星以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
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组网为代表
的一系列重大发射任务。

1965年1月，时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
钱学森向国防科委提出“制定我国人造
卫星研究计划”，受到了以周恩来为主任
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1966年5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定名为
长征一号（CZ-1）。

浩瀚星空寄托了中华民族对宇宙苍
穹的无限向往。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首
枚空间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火箭便承载
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这份“航天梦”。

2019年 3月 10日，我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累计发射达300次，火箭院抓总研
制的约占三分之二。

“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成功，在我国
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中国
人叩开了天宇之门，历史将永远铭记那
些为研制和试验长征一号而付出汗水和
心血的中国航天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党委书记李明华说。

逐梦：火箭诞生的背后有风光更有风险
航天事业是一项“10000-1＝0”的事

业，用“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来形容毫不
为过。

崔蕴是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所有现
役捆绑型运载火箭研制全过程的特级技
能人才，他参与总装过的火箭已有 70多
发，被同事们称为火箭诞生前最后一道
关卡的“把关人”之一。

500多件装配工具全能熟练运用，从
发动机到螺丝钉、火箭的结构都在他的
脑子里……崔蕴对造火箭的痴迷足以用

“不疯魔不成活”来形容。
1990年 7月 13日，长二捆火箭燃料

泄漏，崔蕴作为总装测试的一线人员，第
一批冲进抢险现场。

那次抢险中，崔蕴在舱内连续工作
近一个小时，经检查肺部烧伤严重，生命
垂危。那一年，崔蕴29岁，是抢险队员中
最年轻的一位，他“捡”回了一条命。

由于身体太虚弱，崔蕴被调到了工
艺组。大家以为他会从此离开总装一
线，可没多久，崔蕴又主动申请调回了总
装车间，继续用生命守护着长征火箭的

安全。
从一名青涩少年，到如今的火箭装

配大师，崔蕴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始终践
行着航天人科学严谨的态度。

2019年4月20日的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山间一道巨焰拔地而起，直奔苍穹，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成为中国首个
发射次数突破 100次的单一系列运载火
箭。

然而，长征三号甲系列的第二型火
箭——“长征三号乙”诞生之初却遭遇了

“难产”。
1996年 2月 15日，作为当时我国运

载能力最大、同时也是研制难度最大、影
响意义最深的火箭，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的首次发射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现已年过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龙
乐豪当时是这枚火箭的总设计师兼总指
挥。他清楚记得，火箭点火起飞后约两
秒，火箭飞行姿态出现异常，火箭低头并
偏离发射方向，向右倾斜。

根据当时的记录，在火箭飞行约 22
秒后，火箭头部坠地，撞到离发射架不到
两公里的山坡上，随即发生剧烈爆炸，星
箭俱毁。

对龙乐豪而言，那一刻绝对是人生
的“低谷”。然而，这群航天人并没有一
蹶不振，而是顶住压力，第一时间投入到
故障检测中。

打着手电、举着蜡烛，龙乐豪和团队
成员一找就是 30多个日夜。最终查明：
一个金铝焊接点的“虚接”，导致控制整
个火箭的惯性平台失效，火箭按照错误
的姿态信号进行姿态纠正，导致坠毁。

这是与时间的赛跑。研制团队短时
间内围绕设计、生产、研制管理等工作进
行了全面复查，完成12类、122项试验，提
出44项、256条改进措施。

1997年 8月 20日，仅过 1年时间，长
征三号乙又一次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的发射塔架上，用连续 3次发射成功，

扭转了中国航天的被动局面。
20多年前那场“绝地反击”，最终也

衍生出著名的航天“双五条归零”——
“技术归零”五条标准和“管理归零”五条
标准，这些标准仍在不断传承。

正如钱学森返回祖国时说的那样：
“要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们的
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圆梦：长征火箭将继续星际扬帆
如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过往的

一切就都等于零。探索浩瀚宇宙的未
来，是长征火箭的舞台。

进入新时期，随着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十一号相继完
成首飞。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瞄准了我国
载人航天和月球探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又一次踏上新
征途。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明确，我
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研制进展顺利，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长征八号运载火
箭，目前均按计划开展研制工作，预计将
在2020年首飞。

未来，新一代中型火箭将逐步替代
现役中型火箭，继续提升中国火箭整体
技术水平，更好确保中国自主、安全、可
靠地进入空间。

“2019年，长征火箭还将迎来更多高
光时刻，北斗三号组网、长征五号复飞、
嫦娥五号奔月，这些都离不开航天人、火
箭人的托举和努力。”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三号甲系
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姜杰说。

“航天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高挑
战的事业，中国航天人要始终以严慎细
实的态度对待每一项工作，力铸金牌火
箭，助推中国航天在更宽广的星际间扬
帆远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
生说。

这里是中国航天的“技术高地”
——揭开长征火箭跨越成长的基因密码

新华社重庆5月15日电（李松 曾
理）每年 5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
专家提醒，营养是健康的基础。要健康
饮食应保证“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
果”，而且蔬果要有足够摄入量，要占据
居民餐桌的“半壁江山”。

在全民营养周期间，位于重庆的新
桥医院营养科与内分泌科联合为市民
举办了营养健康义诊和肥胖减重宣教
活动。重庆市临床营养专委会主任委
员、新桥医院营养科主任王建介绍，近
些年来，不少地方的居民肉类摄入量持
续上升，蔬菜摄入量不足。而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病与公众日常
不科学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

王建介绍，要实现健康饮食，应保
证“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中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水果中
则富含维生素C、膳食纤维、钾等。居民
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摄入 300至 500
克新鲜蔬菜。同时，推荐成人每日摄入
200至350克水果。

专家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更
方便地吃到新鲜蔬果，可以把水果和适
合生吃的蔬菜洗干净放在茶几、餐桌等
看得见、容易拿到的地方，以便随时可
以吃到。家长应以身作则，增加蔬果摄
入，并引导孩子多食用蔬果，用新鲜的
蔬果替代日常孩子喜欢吃的零食。

全民营养周：专家提醒日常膳食应
“每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罗
沙 陈菲）最高人民法院于 5月 15日下
发通知，公布了自2019年5月15日起作
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下发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
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
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315.94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
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

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局 2019
年5月14日公布，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82461
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
规定，各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5日起
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准执
行；各级人民检察院5月15日起执行该
日赔偿标准。

两高分别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315.94元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原本为方便小区居民随时取件而安
装的快件箱，如今却带来了新“烦恼”。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
业务量继续保持 20%以上的快速增长。
为保证投递效率，不少快递员在未取得
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选择将快
递投入快件箱，由此引来不少消费者的
抱怨和投诉。快递“最后 100米”痛点究
竟该怎么破？

“默认”送件入箱，投递服务成首要
申诉问题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居民小区，
快递员王德彬一早来到小区门口的快递
柜，扫码后将这一小区居民的快递按包
裹大小装入规格不同的快件箱中。随
后，系统会给用户发提示短信，提醒居民
及时取件。

王德彬负责的这一小区约有 480户
居民，快件箱共有约120个。“有时打电话
问，客户会说，‘不在家，要不明天送吧’，
或者干脆不接电话，这都挺浪费时间的，
放到快件箱里一了百了。再说，爬七楼
和到一楼送件，都是一样的钱，大家都不
愿意上门送。”

王德彬的想法比较有代表性。不少
快递小哥告诉记者，除了生鲜和大件，只
要有快件箱覆盖的地方，现在“默认”选
项都是送入箱。

快递直接送入箱固然提高了投递效
率，却招来不少抱怨和投诉。“我已经多
次和快递员说送上门，但他们还是不征

求意见就放到快件箱。”上海市民张秀兰
说，平时会网购一些米面粮油，“年龄大
了，就想通过网购少走动一下，结果还得
下楼搬。”

除此之外，一旦消费者没有及时去
取，超过时限可能还要收取保管费。不
少市民反映，有的快件箱是直接收，逾期
1天收 1块钱。有的是提示用户“打赏”，
尽管可以跳过，但也要关注微信号才能
取。

“快递员每次不打招呼就直接投到
快件箱，为这事我还投诉过。”青岛市民
庞丽璇说。国家邮政局公布的2019年一
季度邮政业消费者申诉情况通告显示，
投递服务是消费者申诉的首要问题，占
申诉总量的40.7%。

包裹量快速增长，快递小哥送件入
箱最“合算”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
至 4 月份，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70.7亿件，同比增长24.8%。

“去年平均一天送快递 200件，今年
涨到250件，不用快件箱根本送不过来。”
上海快递员余勇说，如今他每月送快递
7500件，有近 3500件是投快件箱的。对
于他来说，送件量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之一。

青岛一家快递网点负责人迟梁告诉
记者，快递员送一个件，平均收入是 1块
2。如果用快件箱，根据包裹大小不等，
快递员每个要掏3到5毛钱。

“我们曾经做过实验，如果不打招呼
直接放入快件箱，一个上午就可以投递

120件到 130件，而如果每个包裹都送件
上门，只能投递 70件到 80件。折算下
来，还是用快件箱更合算。”迟梁说。

当然，有消费者也认可快件入箱。
“我平时会网购一些衣服，上班不在家，
快递员如果放消防栓容易丢，放快件箱
就安全得多。再加上我是一个人住，出
于安全和隐私考虑，即使在家也会让快
递员先放箱再下楼取。”上海白领黄雅婧
说。

至于快件箱收费问题，去年 11月国
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在约定
保管期内的快件，智能快件箱运营企业
不得向用户收费。并且，运营企业应当
在保管期到期 6小时前再次通知收件人
及时取出快件。

一位快递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如果
在未征得用户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把快
递投入箱产生了超时费，这种情况下用
户可以联系快递公司，要求快递员重新
投递。

尊重消费者选择权，加强末端服务
设施建设

2018年 5月施行的《快递暂行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
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智能快件
箱提升了快递服务效率，也在一定程度
保护了用户隐私，但前提是要尊重用户
的选择权。”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

勇说。
针对消费者的抱怨和投诉，快递行

业也出台了改进措施。
菜鸟驿站近期宣布，菜鸟智能柜已

在业内率先推出自主设置功能。使用菜
鸟智能柜取件的用户，会在页面弹窗看
到三种存柜方式：愿意存放、仅工作日存
放、禁止存放。设置完成后，在禁止存放
包裹的时间，柜门将无法打开，快递员只
能联系消费者完成投递。

记者调查还发现，有部分消费者不
爱用快件箱，一个重要原因是快件箱数
量较少，取件不方便。对此，南京市提
出，新建及改扩建的城镇居民住宅区应
配套智能快件箱，且数量应不低于小区
户数的 20%。哈尔滨市提出，住宅小区
业委会及物业企业应提供场地，支持企
业在辖区内设置智能快件箱及其他快件
寄存设备，不收取占地费用。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8年中国快
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底，
我国主要企业投入智能快件箱 27.2 万
组，箱递率达到 8.6%，比上年提升 1.6个
百分点。国家邮政局表示，2019年继续
推广智能投递设施，推动箱递率提升到
10%。这意味着，今年消费者每收到十件
快递，会有一件是通过快件箱完成投递
的。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快递末端服务
设施建设的加强，未来在快递“最后 100
米”服务领域，将形成快递员上门+智能
快件箱+服务站三种模式共存共生的格
局，给用户带来更多选择和体验。

不打招呼就放快件箱，说好的“送货上门”呢？
——快递“最后100米”痛点调查

新华社日内瓦5月14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 14日发布最新指
南，建议通过健康饮食、定期锻炼、减少
吸烟饮酒和控制体重等一系列健康生
活方式，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

新指南推荐了一系列预防痴呆症
的具体建议，比如建议成年人通过锻炼
来降低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强烈建议戒
烟；强烈推荐健康、均衡饮食，例如地中
海式饮食，即多吃果蔬、鱼、海鲜、豆类、
坚果类及谷类食物，烹饪时尤其提倡用
橄榄油；停止有害饮酒；向有轻度认知
障碍的成年人提供认知训练等。

新指南还建议成年人加强体重控
制以避免肥胖，并对高血压、糖尿病、血
脂和胆固醇异常、抑郁症、听力损失等
健康风险加以管控和干预，这些都有助
于降低罹患痴呆症或认知能力下降的
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新指南认为社
交活动减少和认知能力下降相关的证
据不足，但仍认为参与社交活动与身心
健康相关，因此鼓励在不同生活阶段都
应融入社会。

世卫组织鼓励各国制定应对痴呆
症的国家级政策和计划，其中一个基本
要素是支持痴呆症患者的照护人员，因
为他们通常是患者的家庭成员，为照顾
患者需要对家庭和职业生活作出极大
调整。

痴呆症是一类脑部疾病的总称，包
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主要
表现为记忆、思考、语言和日常活动能
力衰退。

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全世界大
约有5000万人罹患痴呆症，其中60%生
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预计2050
年患者人数将达到1.52亿。

世卫最新指南
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痴呆症

新华社济南5月15日电（记者 萧
海川）记者15日从山东省政府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目前已初步实现
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就医购药“一卡
通行”。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表示，截至4
月底，山东16地市之间已实现医保个人
账户的互联互通，首批1400余家医院及
药店支持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刷卡。

“简单来说，参加基本医保的群众
能在联网的医院、药店直接刷社保卡，
通过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需要个人
负担的住院费、门诊费与药费。”山东省
医疗保障局副局长仇冰玉表示，随着这
一政策的落地和流程优化，医保个人账
户资金的使用可以打通参保地与就医
地，减轻群众以往需先行垫付医药费的

经济负担，更激活了大量沉淀在个人账
户中的资金。

除医保个人账户实现省内异地“一
卡通行”外，山东异地就医联网结算也
正向基层延伸。截至 4月底，山东已有
1070家医疗机构实现山东省内与跨省
异地住院联网结算。其中三级医疗机
构177家、二级医疗机构517家、一级及
未定级医疗机构376家。

山东省医疗保障局表示，异地就医
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机构与“一卡通行”
定点医药机构的范围，今后都将继续扩
大。山东将尽快实现异地就医患者在
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
并确保每个县区至少有 2家医院、2家
药店可以异地就医购药“一卡通行”。

山东：医保个人账户实现省内异地使用

5月15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桐木村一家木结构加工
厂，四级肢体残疾人姚敦云在生产车间加工木窗。该木结构加工厂共有员工42
人，其中残疾人16人。当地残疾人利用残保金入股分红37人。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把扶持贫困残疾人就业脱贫作为重要
抓手，鼓励和支持村一级经济合作社兴办企业，采取残保金入股分红和进厂务工
等形式，吸纳当地贫困残疾人就业，走出了一条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之路。

新华社发（胡攀学 摄）

贵州玉屏：木结构加工助残疾人脱贫

点“草”成金富农民
5 月 14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磁

县讲武城镇小寨村艾草产业扶贫基
地，农户在采摘艾草嫩芽，用于制作
艾茶。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磁县通
过技术攻关，因地制宜推广艾草种
植，以“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方式，打造集艾草种植、生产加
工、经营销售、艾灸培训等为一体的
多元化、综合性产业。目前，当地已
播种艾草1200亩，生产艾茶、艾条、
艾绒、艾饼等10余种产品，帮助农户
实现增收。

新华社发（郝群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