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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拼火箭”上天

1日早8时48分，成都东站。

G2963次列车缓缓启动，逐步加速向南疾驰而去。10小时7分后，它将抵达“东

方明珠”香港。

2023年暑运 1日正式开启。从 7月 1日至 8月 31日，为期 62天的时间里，交通

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优化出行服务和安全保障，全面开启“暑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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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刷新纪录
解码火箭一箭多星发射

拼单团购、拼车出行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拼火箭”上天也日益成为卫星

发射的常态。随着我国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民用卫星领域，小型卫星

批量发射、在太空组成星座的模式渐成主流。近期，中国运载火箭连续刷新了一箭

多星成功发射的纪录，一箭多星到底是怎样的发射模式？

一箭多星发射考验多

党建引领促提升，业务融合谋发展。

近年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平分

局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上

级决策部署，推动规划资源工作高质量发

展。

党建强基础，实现同频共振。以领

导“领学”、干部“跟学”方式，重点围绕党

的创新理论、重要会议、重要指示精神，

定期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

夯实干部政治理论素养。同时，依托“周

三夜学”等方式，组织主题学习防灾减

灾、信访业务培训等内容，开展“比学赶

超”业务宣讲和知识竞赛，盘活现有资

源，加强科室间横向交流，形成业务互

通、工作互助的工作合力，提高队伍业务

能力。

党建强谋划，提升资源配置。经科学

规划、合理安排，积极主动向省市争取空

间增量和永农核减，临平区“三区三线”划

定成功获自然资源部批复启用；统筹政策

供给引导和“一地一策”推进，多措并举深

挖“三块地”潜力；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建立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机制，不断挖潜存量建设用

地，积极探索用地模式创新；重视地下空

间拓展，临平区有浙江省首个全地埋式大

型污水处理项目，探索城市中心新建污水

处理厂高效、集约用地模式。今年年初，

临平区成功入选国家级“自然资源节约集

约示范县（市）”。

党建强部署，夯实耕保基石。近年

来，临平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

据省市工作要求，全面推进“田长制”责

任体系，设立铁塔视联功能，强化“人

防+技防”；积极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和生态修复工程，完成 2000亩“百千万”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同时，建立

卫片执法“3311”工作机制，压实耕地保

护和违法用地防控责任。

党建强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秉承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临平分局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历史遗留问题“办证难”

摸排，全面理清历史遗留问题的底数和

成因，着力化解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全面启用“交房即交证”服务，探索

“带押过户”等交易新模式，推动“二手

房交房云办证”落地；积极探索“竣备即

办证”服务模式，优化规划竣工核实和土

地验收流程，夯实不动产登记市域“一体

化”基础，实现群众悬而未决的多年“夙

愿”，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

下阶段，临平分局将持续提升支部

党建工作水平，巩固统战群团联动，深化

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坚持真抓实干、务实笃行，为共同富裕注

入“联动力”。 （组稿 赵晨芳）

厚植党建思维 深化业务融合
市规划资源局临平分局谱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

拓展多样化便利进出空间能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中国将持

续提升航天运输系统综合性能，加速

实现运载火箭升级换代。

此次执行一箭 41星发射任务的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运

载火箭家族中的一名“老将”。长征

二号丁运载火箭曾创造过 60天内 5
战 5捷、40天内在不同发射场完成 4

次发射、一年完成15次发射等纪录。

专家介绍，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

积累和创新，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现

在已经可支持单星、多星并联、串联、

搭载等多种形式的发射需求，未来还

将探索更多可能性，承载更多新使

命。

而执行一箭 26星发射任务是力

箭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连续

成功标志着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技术

状态成熟和可靠性的提升。

“未来，我们还将尝试更大整

流罩的火箭发射并进行海上发射试

验，同时加速开展液体运载火箭的

研制。长远来看，还将在可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研制上发力。”马玉海

说。

2023年6月7日12时10分，力箭

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采取一箭26
星方式，将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

预定轨道。

2023年 6月 15日 13时 30分，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

06A星等 41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通过一次发射任务，将多颗卫星

送到预定的轨道——随着纪录的不

断刷新，一箭多星发射模式受到关

注。

以一箭41星发射为例，为了放下

这 41颗卫星，研制团队设计了一个 4
米高的圆筒段，41颗星采用壁挂的方

式，错位安装。除了给41颗卫星找到

各自的位置，火箭还采用了更大直径

的整流罩，确保所有的卫星安全到达

目的地。

星箭分离过程中则采用了7层卫

星依次分离的方式。“相当于是分一层

星，火箭后退一步，再分一层星，火箭

再后退一步，直到最后把这7层卫星全

部分完。”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长征二号

丁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建强说。

李建强介绍，从经济性和整个的

时效性上看，一箭多星是最有效的，国

际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技术。

在火箭发射中，如何让个头大

小、功能特性、外貌形状等各不相同

的卫星“乘客”安全坐好、准点下车，

同时下车以后还没有“晕车反应”正

常运行，是不小的考验。为此，航天

科技工作者设计了一系列精妙的方

案。

“实现一箭多星，需要多方面配

合。”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副总师马玉

海告诉记者，在火箭发射前就要进行

大量计算，通过动力学仿真分析各个

卫星之间的关系，避免多颗卫星在火

箭分离时受到环境的冲击或影响。

火箭发射后，涉及精确的控制技术，

“就像公共汽车停站一样，到一个站

下一批乘客。”

“同时，我们的设计是要留有余

量的，确保能够适应一定偏差并避免

相互碰撞。”马玉海打比方说，就像停

车的时候不能擦着边停，这样门就打

不开了，也做不了别的动作。

“此外，研制团队针对远场分离

安全性，开展了多批次的分离时序设

计与优化，多批分离之间通过火箭姿

态的调整，确保多颗卫星在轨运行期

间的安全距离。针对电磁兼容性，开

展了卫星之间及火箭共同参与的地

面兼容性测试。”马玉海说。

据了解，力箭一号运载火箭在一

箭多星发射的准备过程中，依托中国

科学院的科研力量以及大量先进技

术积累，在力学、材料等多个领域实

现联合攻关，规范研制流程，强化质

量体系建设，突破 6项重大关键技术

和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丰富了

我国固体运载火箭发射能力谱系。

力箭一号遥二运载火箭采取一箭26星方式，将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

定轨道。

为期 62天！
2023年暑运全面开启

在东北，铁路部门首次开行齐齐哈

尔南至北京朝阳间 4列停站少、旅速快、

旅时短的G字头动车组标杆列车，运行

时间大幅压缩，最快6小时25分可达；在

华北，采用动车组重联运行、开行长编组

动车组等方式，京津城际铁路运能大幅

提升，每日增加 3.1万个高铁座席；在西

南，首次开行成都东至香港西九龙跨境G
字头动车组列车，助力香港与内地人员

往来……

“今年暑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

等出行需求旺盛，各地客流预计保持高

位运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

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 1日
至 8月 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7.6
亿人次，日均发送 1200万人次以上，较

2019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

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

客列车 10592列，较现图增加 46列；开行

货物列车 22182列，较现图增加 394列，

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

率进一步提升。

走入兰州西站，沙漠、骆驼、月牙泉、

莫高窟……一张张印有河西走廊标志性

景点的巨幅海报，让浓浓的丝路风情扑

面而来。记者看到，候车大厅内人头攒

动，检票闸机前旅客已经排起长队。

1日上午，随着兰新高铁兰州至西宁

段实现时速250公里高标运营，从兰州至

乌鲁木齐的“丝路高铁”开通运营。刚刚

结束高考的学生李雨欣与家人来到兰州

西站，乘坐最早一班D55次列车前往乌

鲁木齐，开启为期半个月的甘新大环线

之旅。

相较于乘坐普速列车出行，乘坐高

铁压缩了近13个小时的车程。“假期出行

的人多，但也非常热闹，这让我特别开心

也特别放松。”李雨欣说。

为保障旅客暑期平安有序出行，交

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举措，努力提升旅

客美好出行体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组

织交通青年志愿者开展各种便民服务，

并采取明查暗访与第三方随机监督等方

式，加大检查力度，同时进一步完善路

政、交警、养护与地方相关部门联动机

制，及时有效处理各种突发情况。云南

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开展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检查

督查，督促道路客运企业通过开展安全

应急演练、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等方式消

除安全隐患。

民航方面，航空运输市场也呈现出

生机和活力。来自民航局的数据显示，

暑运期间，预计每日将有近195万人次旅

客通过航空出行，全国日均保障航班

16500班，恢复至疫情前同期水平。

热门航线将“热上加热”。近日民航

局已下发通知，支持航空公司暑运期间

在热门航线上增加航班，优化暑运国内

航线，持续推动构建“干支通、全网联”航

空运输网络，鼓励航空公司积极拓展培

育三四线航空市场，满足广大旅客暑运

期间较为集中的出行需求。

国际航空运输市场方面，民航局持

续推进国际客运航班平稳有序恢复，预

计暑运期间国际客运航班将增至每周

6000班以上。民航局将继续及时审批中

外航空公司国际航线航班申请，保障国

际客运航班安全平稳有序恢复。

“暑运期间，航空公司整体计划提

供运力比 2019年同期提升 3.4%。”民航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记者从三大航空公

司了解到，国航、南航、东航暑运运力

较 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 18.1%、5.5%、

2%。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副主任李勇

表示，暑运期间，民航局将持续督促航空

公司、机场等保障单位做好暑运期间航

班正常工作，同时针对残疾人、老年人、

儿童、首次乘机旅客等群体，推出多样化

个性化的服务产品，更好地满足其出行

需求。

旅客在南京火车站乘车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