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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起“飞龙”

——“长七”送“天七”飞天

“1小时准备！”
发射任务 01指挥员何宏业的口令响彻发射场区。
发射塔架回转平台缓缓张开怀抱，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和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蓄势待发。
“长七”送“天七”，这是长征七号与天舟货运飞船的

第七度携手——
2017年 4月 20日，长征七号托举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进入太空，完成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首次飞行试验。
之后，从天舟二号到天舟六号，长征七号连战连捷、天

舟货运飞船频频“送货”成功，助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现
“三步走”战略，为我国空间站正常运转提供物资保障。

“30分钟准备！”
何宏业的口令再次发出，加注人员开始从发射塔架

向安全区域撤离。
2016年 6 月 25 日，长征七号在这里首飞成功。作为

我国新一代高可靠、高安全、无毒、无污染的中型运载火
箭，长征七号为满足搭载天舟系列飞船的专属需求量身
研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 14 吨，是执行空间站建设
任务的主力运载设备。

“ 长 征 七 号 遥 八 运 载 火 箭 本 次 任 务 可 靠 性 提 高 为
0.9871，是我国高可靠运载火箭之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员马忠辉说，火箭各系统综合性能不
断提升，测发周期也由早期的 38天缩短到目前的 25天。

中国人用“长征”来命名自己研制的火箭型号，既有纪
念那场 90 年前的伟大战略转移之意，也是中国航天人无
时无刻不在自我警醒：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探索永无止境。

“15分钟准备！”倒计时指令又一次发出。
此时，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也在距离地球约 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做好准备，静待天舟七号到来。
2 个多月前，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飞赴太空。自我国首次载人发射起的 20 年间，先后
有 20位中国人到访浩瀚太空。

“1分钟准备！”
指控大楼、测控点号、观礼台上、海滨沙滩……倒计时

口令扣人心弦，人们都在等待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到来。
“5、4、3、2、1，点火 !”
尾焰喷薄而出，惊雷般的轰鸣声席卷海天之间，长征

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好似蛟龙出海，托举着天舟七号货运
飞船，蹈海穿云飞向天宫。

“龙珠”赴天宫

——为中国太空家园送龙年大礼包

约 10 分钟后，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
像一颗游弋太空的“龙珠”，作别“巨龙”，向着中国空间站
独自飞行。

约 3 小时后，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对接于中国空间站，
为天宫“上新”。此前，天舟六号完成使命撤离空间站组
合体，为天舟七号腾出了位置。

这一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采用 3 小时快速交会对
接方案，对接空间站核心舱后向端口，形成组合体。

“相比之前的 6.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3 小时快
速交会对接方案优化了设计，是综合火箭系统、空间站系
统的相关要求提出的全新对接方式，灵活度更高，适用范
围更广，进一步提高了货运飞船自主交会对接能力。”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人员李智勇说，“这种模式有望
代替 6.5小时方案成为新的基本模式。”

也就是说，天舟的“送货时间”得到进一步压缩，货运
提升为“速运”。

“有赖于技术不断成熟，天舟七号将在距离空间站更
近的地方展开变轨，变轨次数也从之前的 6 次进一步减
少，从而压缩交会对接时间。”李智勇介绍。

天舟七号是个携带了约 5.6吨物资的大家伙，是世界
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

全的货运飞船。
那么，飞船里面到底都装了啥？
首先，空间应用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共计上行产品 61

件，包括 16 个标准货包、1 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装置、1
套 4℃上行微流控芯片等。这些应用物资上行后将转运
至空间站实验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等共计 33 项科学实（试）验，
承研单位涉及 10个研究所、8所大学。此外，还搭载了多
个科学载荷，对后续空间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还为航天员送去生活物资、

服装、食品等，将同时保障在轨的神舟十七号、后续的神

舟十八号两个乘组的需求。长期在轨飞行，新鲜水果是

最受航天员欢迎的食品，得益于天舟七号装载能力大幅

提升，这次还运送了将近 90公斤新鲜水果。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龙年春节，地面
工作人员还精心准备了春节大礼包和龙年盲盒。

此外，天舟七号也藏着不少“小心机”。
在空间站建造阶段初期，供电插座的安装方式一旦

发生熔断器熔断，只能整机更换，由航天员将供电插座带

回地面并返厂维修。这种维修方式成本高、周期长，随着

空间站内空间科学实（试）验逐步增加，已不能适应载人

航天的新需求。
而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携带上天的新型供电插座，具

备可在轨独立更换熔断器功能。航天员在轨维修时，仅
需要像拧螺丝钉一样简便，大大节约了成本和维修周期。

龙楼栖“巨龙”

——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三面临海，椰林错落。海南文昌龙楼镇，曾是一个再
普通不过的滨海小镇。

2009 年 9 月，文昌航天发射场在龙楼镇破土动工。
继酒泉、太原、西昌 3 大发射场之后，文昌航天发射场于
2016年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作为中国首个开放性滨海航天发射场，也是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低纬度发射场，文昌航天发射场主要承担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大质量极轨卫星、大吨位空间站和深空

探测卫星等航天器的发射任务。

龙楼，从此成为航天“巨龙”栖息之所、腾飞之地。

7 年多来，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等系列运

载火箭多次从这里领命出征，将货运飞船、核心舱、实验

舱等一个个大国重器送入太空。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后，文昌航天发射场取
得新年度发射任务开门红。

“天舟七号任务事关航天员生活保障、关键技术在轨
验证和空间站安全运行，意义重大。自去年 12 月 20 日
火箭进场开始，我们就投入到忙碌的任务准备中，元旦期
间也在加班加点进行测试。”何宏业说。

这是何宏业第一次担任 01 指挥员。他所在的控制

系统被比作火箭的“神经中枢”，负责控制火箭按飞行轨
迹准确入轨。

这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次采用手动点火，一方面
优化了系统发射前处置流程，另一方面也对岗位人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进入发射前 4 分钟，控制系统 10 余条口令的
下达时机、每一项操作、岗位上 200 多个状态，都必须精
准无误、快速反馈。他们还设定了 130 多个点火前可能
出现的故障模式，制定了 300 余条处置措施，确保实现

“零窗口”发射。
2021年的天舟二号任务，距离发射不到 3个小时，长

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系统突然出现压力值参数异常。任
务两次中止发射，推进剂两次泄回再加注。顶着压力，发
射场全体科技人员叫响了“为了任务不惜一切，为了任务
义无反顾”的战斗口号，与时间赛跑、与问题较真。

9 天后，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现场观看
发射的人们注意到，火箭下方活动发射平台上的标语由“自
立自强 创新超越”换成了“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成”。

正是靠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
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接续
奋斗中，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连战连捷。

17 日夜，龙楼镇又一次聚集起成千上万的游客和航
天爱好者。

随着一条条中国“巨龙”从这里相继飞天，龙楼镇也迎
来了前所未有过的航天旅游热。这个常住人口仅 2.7万的
小镇，近两年接待游客超过 150 万人次，当地百姓吃上了

“航天饭”“旅游饭”，越来越多的航天文旅活动在这里举办。
除了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辐射，航天事业发展成果对

国计民生的带动作用体现在更多方面——截至目前，已
有 4000余项空间应用成果在生物、医疗、农业、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各行各业落地开花。

“每次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实力的崛起和油然而
生的民族自豪感。”第 13 次在这里“追火箭”的航天发烧
友张作兴说，他要一直追下去，亲眼见证更加辉煌的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

如今，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
实施，计划在 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就在
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的发射塔架不远处，新
一代载人火箭发射工位等项目正在紧张建设。

我们相信，星辰大海的征途将会更加浩瀚璀璨，中国
“巨龙”将会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相信，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海南文昌 1月 18日电）

图①为 1 月 17日 22时 27分，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

图②③为 1 月 18 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向空间站组合体靠拢的画面。

图④为 1月 18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
七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图片均据新华社

“巨龙”吟啸赴苍穹 蹈海穿云追“天宫”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问天记

1 月 17 日 22 时 27 分，乳白色的长征七号遥

八运载火箭搭载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从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升空。

夜幕沉，海浪阔，月如钩。

龙年新春将要到来之际，长征火箭宛若一

条白色巨龙，从海南文昌龙楼镇的大海边腾空

而起，破雾穿云，把天舟七号送往中国人的“太

空家园”，为航天员送去过年大礼包。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 2024 年的第 1 次远征，

是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 4 次发射，

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31 次发射任务，也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07 次飞行。

■ 高价跳绳成家长负担

正值放学时间，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青山路初级中学
一文具店门口，已聚集了不少学生，他们蜂拥而来购买恒康
佳业牌“中考专用绳”。

“我之前没买这种‘中考专用绳’，老师不仅批评我，还
叫家长立刻去买。我只好向父母要了 120 元，买了根带计
数的跳绳。”青山路初级中学一名初一学生说。

在六安市金安区，当地有老师要求初中学生购买金誉
佳牌“中考专用绳”，这种跳绳每根 150元。

在重庆，记者以家长身份走访主城区多家中学周边文具
店，问及是否售卖“中考跳绳”时，多名店主不约
而同向记者推荐同一品牌——培林牌跳绳。

“一根钢丝包上皮，加两个塑料把手，就要
100 多元。”福建省莆田市一名家长在社交平
台发帖吐槽中考跳绳价格虚高。她告诉记者，
老师在孩子班级群里通知让家长购买，说是

“中考统一标准”；家长统一缴费后，跳绳直接
送到学校供孩子们使用。

该家长向记者出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链
接，链接标题为“2024 年莆田市体育中考升学
考试专用器材”。记者看到，该小程序共包含
中考专用跳绳、中考专用排球、中考专用实心
球三类产品，价格分别为 120 元、100 元、38
元，家长需在产品展示下方填写所属学校、班
级、座号、学生姓名、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网友也反映，当
地存在类似的高价“中考专用绳”问题。

■ 小跳绳蕴藏“大商机”

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多地采访时，各地教
育部门明确表示，体育中考没有专门的指定用
绳。但是，在不少地方，学生不能自带绳子参
加考试，统一由当地教育考试部门提供绳子；
各区县教育部门会租赁某些厂商的跳绳及测
试仪等相关产品，或选择某家考试服务商，由
考试服务商选用某款跳绳及相关产品。

“我们在重庆做了 10 余年了，重庆有总代
理，二级代理应该能拿到六折的价格。很多地
方一直在用，我们销量很大。”深圳市培林体育
科技有限公司王姓负责人坦言，“我们跟教育
部门有联系，否则怎么能做呢？”

培林公司重庆总代理刘女士说，重庆大部
分区县都在用培林牌跳绳，全市总体销售情况
一直都可以；有的规模不大的店一年卖几千
根，大的店一年能卖几万根。

“跳绳测试仪一台 1 万多元，所以一旦确
定下来之后，教育部门就不会轻易调整品牌。”
多地区县中考专用绳品牌服务商坦言，将体育
考试设备租赁给教育部门其实不挣钱，他们做
的 更 多是中小学体育考试机制下的“政策市
场”。“中国家长普遍有考试焦虑症，只要能成功
进入体育中考产品使用目录，生意自然就有。”

跳绳的成本和售价一般是多少？多名跳绳品牌厂家负责
人告诉记者，带计数功能的跳绳，每根成本一般是二十几元；
不带计数功能的普通跳绳，每根成本只需三五元。记者在一
些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带计数功能的跳绳，每根零售价一般为
三十多元；不带计数功能的普通跳绳一般只需十几元。

“中考专用跳绳价格那么高，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背后
有一条清晰的利益链。”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即
便教育考试部门没有要求当地学生购买某款跳绳，但只要某
款跳绳成为考试专用跳绳，学校和家长为了提高考试成绩，
往往不得不跟着买。相关厂商看准的就是这个市场。

■ 高价跳绳如何不成为家长之痛？

2020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
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彭泽平表示，高价中考
跳绳现象，不仅加剧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还损害广大家长对
学校的信任度和教育考试部门的权威性。有关部门应加大
对中考跳绳考试的监管，对中考用绳存在品牌垄断的行为
予以坚决查处。

多名教育部门人士认为，对于跳绳等考试体育用品，教
育考试部门如通过招标确定某款产品，合同中应有相应的价
格条款，如根据市场平均价来明确价格区间，防止相关品牌
方牟取暴利。“中考体育用品这类面向千万青少年的产品，市
场定价不宜过高，不能让其拥有暴利。”重庆一名家长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徐春国等人认为，高价中考跳绳看似
小事，但老百姓很反感。教育部门出台一项政策方案时，应多评
估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多方效应，及时优化跳绳考试方法。

体育中考时，学生能不能自带跳绳？使用的绳子不同，
会不会影响考试公平？浙江省宁波市已经进行了探索。

宁波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宁波市每年有 2

万余名学生自带跳绳参加体育中考，所以不存在“中考专用
绳”。为保证跳绳考试效率和公平，宁波市一方面允许学生
跳 2 次，以其中最好的一次作为成绩；同时，通过采购 AI智
能计数设备，让人工计数变为机器计数，考试效率不仅提高
了，而且比人工计数更精准。

熊丙奇认为，为防止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中考不宜指定
某款跳绳，应该允许学生带日常训练的跳绳参加测试。同
时，学生体育考试不必像竞技体育一样过分看重“更高更快
更强”；比如，北京体育中考，很多项目实行“达到良好即满
分”的评分标准，以降低难度，突出健康导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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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不论是电瓶车上载满的外卖、当代“打
工人”的标配咖啡 +奶茶，还是“香”飘海内外的火锅、快
餐……令人着迷的“舌尖”美食离不开一个字——“吃”。

吃，看似事小，却也实力了得。
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餐饮收入首次突破 5 万亿

元大关，创历史新高。随着餐饮住宿等接触型、聚集型消费
较快回暖，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堂食暂停、流水大减、成本上涨……多重压力一度让这个
最能体现人间烟火气的行业在疫情期间遭遇困境：从 2019年
的 4.67万亿元到 2023年的 5.29万亿元，餐饮收入几经波动。

餐饮业如何“挺”过来？怎样“焕”新颜？
从烘焙、茶饮、预制菜到远程选餐、在线下单；从低脂、

轻食到“餐饮+旅游”“餐饮+展演”“餐饮+IP”……多变的环
境下，创新的步伐不变，老百姓的美味“清单”在多元业态、
智能服务、健康品类和更具创意中质感十足。

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不少省份烘
焙、茶饮等新兴业态的门店营收均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

在这个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力军的行业里，万千经营主
体的携手前行支撑中国餐饮业迎来又一个春天。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共注册餐饮单位超 410 万家，个体工商户
占比超八成。

餐饮业一头连着“嘴巴”，一头连着“泥巴”，在“粮头食
尾”“农头工尾”里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一块馍、一碗面、一盘菜……伴随田间地头的农副产品进
城、入店、上桌，农户的“钱袋子”鼓起来，好日子“火”起来。

餐饮业能够激发多少就业活力？
以一家餐厅为例，除了厨师、服务员，还涉及采购、运

输、市场营销、策划、菜品研发等多个工种。报告显示，平均
每 10 平方米餐厅营业面积就可以解决一个就业岗位。我
国餐饮业直接就业人员已近 3000万。

餐饮业的撬动力有多大？
上承原料供应、农业发展，下接社会就业、内需消费。

2023年，餐饮业带动农副食材、食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约 2

万亿元营收，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
有人说，世间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饮食是生活必需，也

是文化传承。经历风雨，让我们对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共情。
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八大菜系，麻、辣、咸、鲜、

香、甜应有尽有，螺蛳粉、功夫茶、潮州菜、沙县小吃等国潮
美食名片……丰富多元的餐饮文化流露出人们对生活的热
爱，一道道中华料理、一款款融合菜肴吃出了人气，也提振
了消费。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新华社北京 1月 18日电）

餐饮收入超 5 万亿元

美 食 撬 动 消 费 新 活 力

不久前，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了《一根跳绳
卖 78 元？——杭州中考专用绳调查》。报道播发后，记
者获悉，涉及杭州中考跳绳的企业已在被立案处罚阶
段，相关责任人还在接受调查中，杭州有关部门正围绕

“中考跳绳”一事积极整改。
与此同时，“新华视点”记者注意到，安徽、重庆、福

建 等 地 不 少 网 友 也 纷 纷 爆 料 ，当 地 同 样 有“ 中 考 专 用
绳”情况，且每根动辄上百元。

为何各地频现“中考专用绳”？一根普通跳绳为何
卖这么贵？记者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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