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编辑 丁萱 排版 王伟杰 校对 吴媛媛 要闻·广告

2021年12月17日 星期五

电子邮箱：xcrbjjb@163.com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嫦娥三号着陆

器至今仍在正常运行，刷新着国际月表探

测的新纪录；在月球背面，嫦娥四号实现人

类首次月背软着陆，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

球车在月面工作超过1000天；在科研一

线，嫦娥五号带回的“最年轻”月壤，正不断

产出新成果……

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电，集中概

括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

共赢”的十六字探月精神。

伟大精神源于伟大实践。探月精神，

是中国航天人和无数科研工作者自立自

强、勇攀科技高峰所铸就的伟大精神，从嫦

娥一号到嫦娥五号，随着探月工程的深入

实施，探月精神的内涵逐渐丰富，成为工程

不断推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工程不断

成功的制胜密码，书写了世界航天发展的

惊鸿之笔。

勇攀科技高峰——
探月精神是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显微镜下，科研人员从3克粉末中手

工挑出一粒粒岩石碎屑，再从中找到只有

头发丝直径二十分之一大小的矿物，用于

测定其“年龄”。

这3克粉末就来自嫦娥五号从月球

带回的1731克月壤，中国科学家们通过

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月球

在地质意义上“死亡”的时间比原先认为

的晚8亿年，进而为全世界科学家指出新

的研究方向，中国又一次站在了世界科

技的最前沿。

从2004年探月工程立项，17年来，嫦

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再入返回飞

行试验、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六战六捷”，

如期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

在无数航天人努力下，“嫦娥”和“玉

兔”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月宫故事”，

一步一步揭开了月亮的神秘面纱。

从嫦娥一号成功实现绕月飞行到嫦

娥二号首次实现“一探三”的多目标探

测，从嫦娥三号在月球虹湾精准着陆到

嫦娥四号成功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月背

软着陆和巡视探测，从再入返回飞行试

验器以近第二宇宙速度、跳跃式再入返

回地球到嫦娥五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地

外天体采样返回……

一路走来，几多艰辛。探月工程作

为我国迄今为止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系统工程，工程全线勇下先手棋、

敢做“第一人”，奋力攀登世界航天科技

的高峰。

“探月精神是我们又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追逐

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

月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是最具

时代特征的航天精神之一。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党中央关于建设

航天强国的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探月精

神，以探月梦托举中国梦、航天梦，为和平

利用太空，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

量。”张克俭说。

探索永无止境——
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止境。当

前，中国航天人正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开启

星际探测的新征程。

在比月球更遥远的“红色星球”——火

星，天问一号和祝融号正争分夺秒地开展

探测工作，不断标注着中国深空探测的新

高度。

以天为盘，以星做子；日月星辰，皆为

情话。有人说“航天事业最大的浪漫，就是

将梦想变成现实”。从一个个命名中，人们

读懂了中国航天人的浪漫——

探月工程命名为“嫦娥”，月球车命名

为“玉兔”，承担嫦娥四号任务的中继星命

名为“鹊桥”；行星探测工程命名为“天问”，

火星车命名为“祝融”……一系列耳熟能详

的名字，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又

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的奋发有为。

“17年来，探月工程坚持‘一体化研究

论证、一条龙攻关攻坚、一张蓝图绘到底’

开启人类月球探测新篇章，创造了月球探

测的中国速度。”中国探月工程常务副总指

挥吴艳华表示，目前中国正在倡导建立国

际月球科研站，努力在走向深空、探索宇

宙、增进人类福祉的新时代，有更多创造，

有更大作为。

“未来，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将构建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这一基本型由运行在月球

轨道和月面的多个探测器组成。”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说，

基本型将具备月球科学技术研究、资源开

发利用技术验证的能力，并与国际同行合

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在谈及

我国探月工程进展与展望时介绍，国家

航天局正在倡议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国

际合作，打造解决空间科学问题、有效利

用月球资源、发展地月经济圈的基础设

施和共享平台。

“实现中国的载人登月是完全有可

能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日前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以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为起点，我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

工程将接续实施。

弘扬探月精神——
矢志做新时代的“探月追梦人”

孙家栋、栾恩杰、欧阳自远、叶培建等

科学家老骥伏枥、心系苍穹，吴伟仁、杨孟

飞、李东、孙泽洲等一批航天骨干专家逐梦

奋斗、接续向前，张熇、张玉花等一批航天

女专家巾帼不让须眉、顶起“嫦娥”研制半

边天……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用实际行动标

注了探月精神。

人们难忘，当嫦娥一号成功进入月

球轨道时，白发老院士们激动相拥的热

泪；人们难忘，当嫦娥四号成功在月背软

着陆时，叶培建院士与嫦娥四号探测器项

目执行总监张熇紧握的双手；人们难忘，

“胖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经历失败到

连续成功发射天问一号、嫦娥五号那奋力

奔跑的日日夜夜。

当传承数千年的神话故事中的元素，

成为月球表面地理实体的名字，中国航天

人将中华民族飞天揽月的梦想永久刻在了

月球上，也将追梦之旅载入了史册。

38万公里外的那一轮明月，是新时代

的“探月追梦人”魂牵梦绕的所在，在梦想

的激励下，他们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

切挑战。

火星、木星、太阳系边际……当探月梦

圆，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深

空。梦想没有终点，探索就不会止步。

“别人做的，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的，

我们也要做，别人已经做得好的，我们将来

要想办法超过。”叶培建如是说。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穿越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始终生生不息，背
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无数奋斗者中，
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
的企业家，胸怀家国，担当作为，在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中书写下企业家精神的华彩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千方百计把市场主
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推动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
展积蓄基本力量。”

精神照亮前路，梦想铸就辉煌。与时俱进的
企业家精神正激励广大企业家攻坚克难、勇攀高
峰，奋力谱写新时代发展新篇章。

心中有家国

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巍
然屹立，无声诉说着80多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
峥嵘岁月。

抗战全面爆发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不仅
捐献巨款，而且在他的号召下，3000多名华侨机
工毅然回国，奔赴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
1000多名华侨机工牺牲在这条公路上。

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这是优秀企业
家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
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人民需要之时，挺身而出，
奉献自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来到2020年，病毒突袭而至，新冠肺炎
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
重威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行各业扛起责
任，国企、民企并肩而行，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一线。

中国建筑在10天、12天内分别完成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任务；卓尔控股联合专业机构火
速建立多家应急医院；中远海运、中粮集团、顺
丰、京东等企业昼夜不息，全力打好后勤保障战；
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等国企疫情期间不停工，信
息技术、装备制造等民企以“点”带“链”有序复工
复产……

企业家精神，在大考中淬炼；家国情怀，在磨
砺中升华。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华民族迎来又
一个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
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这场伟大的反贫困斗争中，有着坚定信念
的企业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各尽所能。中央企业结对帮扶240多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民营企业“万企帮
万村”，合力将人、财、物等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
汇集。

——各展所长。通过产业扶贫、健康扶贫、
文化扶贫等，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强健身心；创
新金融保险产品等，为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
驾护航……

从全面抗战到全力抗疫，再到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奔腾向前，企业家精
神历久弥新，持续迸发出强大力量。

敢为天下先

1982年的一天，浙江萧山召开千人大会传
达中央精神。台上说“乡镇企业可以实行承包
制”，台下有人立刻站起来大声说：“我要承包！”
他是37岁的鲁冠球。

1983年，鲁冠球向乡里承包了万向节厂，这
是万向集团的前身。如今，万向集团已发展成年
营收超千亿元的企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深入
布局新能源产业。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改革开放
以来，广大企业家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大力弘
扬创新精神，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贡献了重要力量。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
记曾勉励企业“要有志气和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和实力”。
在一粒米上铣出56个汉字，在一根头发丝

上铣出7个字母……中钨高新金洲公司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成功研制直径0.01毫米的极小径铣
刀，将极大助力电子信息、医疗等领域提质升级。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拼出一片天地——这
是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更是其助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回首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重工业几乎为
零，轻工业只是少量的纺织业，人们日常用的是

“洋火”“洋油”“洋钉”。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迈入新时
代的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创新释放活力，创新赢得发展。一个个数
字印证着中国企业的勃勃生机，彰显创新主体
地位。

从7.6万家到27.5万家！——“十三五”期间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幅跃升；

突破 1.3 万亿元！——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研发投入规模节节攀升，研发强度创
历史新高；

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由
2013年的第35位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
千千万万企业创新源泉涌流不停，创造活力

竞相迸发，汇聚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澎湃动能。

奋勇争一流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1年，
这块巨型标语牌矗立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显眼
的地方。这十二个字，有着鲜明时代印记，是企
业家精神在经济特区这方热土的生动呈现。

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招商银行，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
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历
经改革开放洗礼，如今两家企业都已经成长为世
界500强企业，蛇口因此被称为“单位面积培育
知名企业最多的地方”。

岁月在变，传承不变。一代代有胆识、勇创
新的创业者奋勇前行、争创一流。

污水能供暖？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然而
这项技术在我国许多地区已得到应用和推广。

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哈尔滨工大金
涛科技公司多年来深耕清洁能源领域，从城市排
污截留干渠内的污水里提取热能，把“温暖”送到
居民家，目前为数十个城市提供取暖服务。相比
使用煤炭，每年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排放超过470万吨。

规模小，能量大。476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身怀绝技，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
“单项冠军”“独角兽”，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有
国外机构统计，2020年全球500多家“独角兽”
企业中，我国大陆有112家，数量位居第二。

企业不分大小，要做就做最好。一份《财富》

世界500强榜单，见证中国企业的成长速度和雄

心壮志——

20年前，进入榜单的中国企业只有10余家，

此后这一数字逐年攀升；
2年前，中国企业以129家的数量首次登顶

榜单；
2021年，入围中国企业增加至143家，继续

领跑。
这是一道漂亮的上扬曲线。自1995年这份

榜单开始发布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或
地区的企业如中国一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扩大其
在榜单上的席位。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新征程上，机遇
与挑战并存。我们相信，在企业家精神激励下，
亿万市场主体必将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共
识和磅礴力量，共创新时代的新辉煌。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 张骁）

记者15日从北京国资公司获悉，位于国家

游泳中心南广场地下空间的“冰立方”冰

上运动中心已交付北京冬奥组委使用。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该场地将作

为赛时体育体验中心，提供以冰壶项目为

主的体验服务，成为冬奥盛会举办时的一

大看点。

据悉，“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是国家

游泳中心的配套建筑，也是后者“水冰双

驱”理念的重要功能载体。“冰立方”冰上运

动中心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包含冬奥

标准的1块冰场和4条冰壶赛道。

在此前进行的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

赛期间，“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进行了

全流程体验测试。其中，冬奥主题重点

展示历届冬奥会概况、北京冬奥会竞赛

知识、器材，提供冬奥项目模拟体验和冬

奥竞赛场馆 VR 体验等；冰壶主题以冰

壶运动为核心，重点介绍冰壶文化、规

则、器材，提供桌面冰壶游戏和标准冰壶

赛道体验。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后，“冰立

方”冰上运动中心将永久保留，打造为集冰

上赛事、大众健身、专业培训、体育旅游、冰

上演出、冰壶运动推广、冬奥文化基地等多

功能的综合冰上项目平台，预计每年接待

冰上运动爱好者超过10万人次。

记者注意到，随着北京市北京冬奥会

工程全面完工，一系列新建和改建的冬奥

会场馆将为北京市提供大量一流的冬季运

动竞赛和健身场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结束后，北京市也有望掀起全民参与冰

雪运动新的高潮。

目前，在奥运场馆林立的北京奥林匹

克公园、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片区，国

家游泳中心“冰立方”及“冰立方”冰上运

动中心、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体育

馆“冰之帆”及扩建馆“冰堡”等，均计划

在赛后尽快对外开放，并将冰雪产业作

为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内容，纳入场馆长

期战略规划。

胸怀家国 担当作为
——企业家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追逐梦想 协同攻坚
——探月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将在北京冬奥会时提供冰壶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