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时事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0年5月6日 星期三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李梦妮

一纸“三年之约”把重庆北碚与
四川绵阳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携手打
造川渝合作典范。

4月29日，两地在北碚签订《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未来3年，双方将在战略协
同、交通互联互通、产业联动、科创优
势互补、基建提速增效、文旅融合发
展、商贸合作、生态文明经验共享、干
部交流、公共服务共建等10个方面开
展持续合作。

高位推动两地重大战略
协同行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中
央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北碚与绵
阳都处在这一重大战略中的重要位
置，因此两地在携手合作中，首先从
高位推动两地的战略协同行动。

在战略协同行动中，两地将携手
共同争取重大支持政策和对外开放
大通道等重大项目，并利用两地的科
教优势，在两地布局重大科技平台，
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改革举措，并力争
将其纳入国家《规划纲要》和重大专
项规划。同时，将共同推动渝遂绵经
济发展带建设，并与渝泸宜沿江经济
带、成德绵乐经济带共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黄金三角”。

在战略协同的交通协同中，两地
将协同加快推进绵遂内铁路建设，共
同争取依托遂渝铁路、兰渝铁路、西
成客专，构建绵阳——遂宁——重庆
（北碚）——南充——广元——绵阳
铁路循环，共同争取将这一铁路循环
与“川渝贵”动车环线联通，构建铁路
双循环。

优势互补推动产业发展
联动协同行动

北碚与绵阳，在科技创新、园区
平台、国企改革、先进制造业等方面，
都具有共同的优势。因而，在未来三
年，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加快产业
发展联动。

在产业发展联动中，两地将引
导企业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工业互
联网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鼓励
四联光电等传感器龙头企业和九
洲等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加强合
作。加强半导体芯片上下游产业
链建设，引导两地企业在双方投资
产业项目，推动半导体芯片产业集
聚发展。

在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交流合
作中，双方将在人才、技术、市场培育
等方面互学互鉴。支持西南大学与
绵阳农科院在杂交小麦、杂交水稻、
油菜、果蔬等新品种培育和新技术研
发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农产品
特色产区。

在产业园区平台建设联动中，
两地将支持绵阳 11 个先进制造业
产业功能区与北碚“三园两城”合
作，并探索在两地建立“绵阳——北
碚”特色产业合作园区，共享中国科
技城、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中国
（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叠加优
势。

在新基建上，两地将探索建立智

慧政务建设、产业信息共享平台。
在国资国企改革中，将积极探索

两地市（区）属国企交叉入股，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

科技创新是两地都有的优势，在
优势互补中，北碚与绵阳将以“17共
享网”为依托，整合两地资源，共建川
渝共享协同平台、共享检验检测数据
资源。两地共建共用科技企业孵化
器；同时，支持西南大学、西南科技大
学、绵阳师范学院等院校开展交流合
作。鼓励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
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与绵
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加强交流合
作。支持两地共建联合实验室和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开展跨区域联合科
研攻关。

与此同时，两地将在产学研用
上进行深度融合。围绕中国科技
城、环西南大学创新生态圈创新资
源，在长虹、京东方、清华紫光、九
洲、光友薯业等重点龙头企业，在共
建产学研实训基地、共用科技创新
平台等方面开展合作，促进院校创
新资源与市场有效对接，推动科研
成果落地转化。

多方面展开交流融合
共享行动

北碚与绵阳在“三年行动计划”中，
从多方面展开了交流融合共享行动。

在文化旅游交流融合中，两地
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优质资源共
享、馆际文化业务“三大联盟”。同
时，依托两地的文化，办好温泉与气
候养生旅游国际研讨会、大熊猫文
化节等品牌文化活动。两地将联合
举办仙海马拉松、缙云山国际森林
山地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在旅游合
作上，两地将携手开发精品旅游品
牌，联合打造“三线记忆·革命激情”
等标志性文旅品牌。

在商贸上，两地也将通过中国国
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通过两地电商协会、
组建两地跨区域友好商（协）会、企业
联盟等，加强交流融合。

在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共享上，
两地将强化大熊猫国家公园、缙云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治理经验
交流。在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工

业园区环境管理、探索森林城市建设
西部模式等方面进行交流共享。

与此同时，两地还将在人才、公
共服务共建等方面加强交流共享。
推动成立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
研究院、建立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
学院与“两弹一星”干部学院联合办
学机制、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继
续教育、职业资格、等级、专项和岗位
技能等证书互认机制等；同时，推动
两地公共图书馆资源共享、建立执法
司法联动机制。积极争取精神卫生
等专业的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和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建立共享医疗
专家库等。

优势资源与优势产业的
“三年之约”

北碚与绵阳共同制定的《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被专家们称为是优势资源和优
势产业的“三年之约”。

北碚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李成银
和绵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袁明都认

为，根据“三年行动计划”确定今年
合作的重点工作，在产业方面要利
用两地的共同优势，积极向上争取，
把一些重大的政策、重大项目、重要
规划纳入国家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框
架协议里面去，共同争取从重庆经
遂宁到绵阳的交通大通道建设，利
用双方丰富的科教资源，在电子信
息、5G 新基建等方面加快合作建
设。

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和西
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陈永灿都认为，
通过在两地的大学建立合作机制，可
以共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共
建共享创新的团队，共同申报国家的
重大项目，合作开展科研工作。

中科融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浦良驹表示，绵阳和北碚都有非常丰
富的科教资源，特别是在科研仪器方
面，通过整合两地的基础数据，成立
仪器设备的研发基金，推动两地的企
业围绕仪器设备做共同研发，以及两
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业互动。

王彩艳 肖亚平
图片除署名外由视觉绵阳提供

打造川渝合作典范的“三年之约”

北碚绵阳深度合作正式拉开大幕

中国（绵阳）科技城工业技术研究院位于蔡家智慧新城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园 秦廷富 摄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5 月 5 日电
（李国利 王玉磊）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5日傍晚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
飞成功。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飞
行任务发射场区指挥部指挥长张学宇
表示，文昌航天发射场已经具备了高密
度发射实战能力、高中低轨空间投送能
力和任务并行测试发射能力。

张学宇介绍，自2014年建成以来，
文昌航天发射场承担了国家一系列重大

航天发射任务，组织了长征五号、长征七
号4个新型号火箭首飞。经过6年多运
行，预期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管理机制、
人才队伍、运行保障等逐步成熟，已经具
备了高密度发射实战能力、高中低轨空
间投送能力和任务并行测试发射能力。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
务是空间站建设阶段开局之战，是新一
代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关键技术验证
之战，对建设航天强国意义重大。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具备高密度发射实战能力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 5 月 5 日电
（李国利 肖建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5日表示，被长
征五号B送入太空的我国新一代载人
飞船试验船将于8日返回。

5日晚，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随后召开
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
新闻发布会上，季启明表示，为充分发
挥首飞任务的综合效益，火箭搭载了新
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柔性充气式货物
返回舱试验舱，以及10余项实验载荷。

5日18时，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点
火升空，将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
舱送入太空。季启明介绍说，柔性充气
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是我国新型空间

运输飞行器的试验器，本次任务将对充
气展开式返回飞行器轨道再入关键技
术进行验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第二研究院于2014年创新性提出
采用充气展开技术研制新型空间运输
飞行器，可在提高空间载荷返回过程可
靠性的同时，大大降低物资返回成本。

“按照飞行程序，试验舱和试验船
完成在轨试验后，计划分别于5月6日
和8日返回东风着陆场。”季启明说。

据了解，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是面向我国空间站运营及未来载人探
月需求而研发的新一代天地往返运输
器，本次任务将对飞船高速再入返回的
防热、控制、群伞回收及部分重复使用
等关键技术进行验证。

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将于8日返回

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6日返回
“胖五”家族新成员了解一下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 大看点33
2020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

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
升空，随后载荷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

长征五号B与长征五号同属于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家族”。
这个“家族”由于火箭芯一级直径大，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胖五”。

此次首飞有何看点？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取得了哪些突破？新
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返回舱试验舱又将承担哪些使命？

目前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长征五号B全长约53.7米，芯一级直径5米
●捆绑4个直径3.35米助推器
●整流罩长20.5米、直径5.2米
●采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液氢和煤油作为推进剂
●起飞质量约849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22吨，是目前我国近地轨

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看点看点11 看点看点22
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

和返回舱试验舱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执

行近地轨道任务时可以一次运送6-
7名航天员，或者把航天工程师们在
空间站所做的一些试验样品带回地
球。

●返回舱试验舱：新一代载人
飞船的返回舱被设计成可重复使
用，执行完任务只需更换轻质防热
结构，经过规范严格的检测，就可再
次执行航天飞行任务。

看点看点33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据 新 华 社 海 南 文 昌 5 月 5 日 电
（李国利 邓孟）我国计划2022年前后
建成空间站，其间将发射4艘神舟载人
飞船。目前，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
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在5日晚召开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
箭首次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透
露了上述消息。

当晚，长征五号B首次飞行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拉开了我国空间站在轨建
造阶段飞行任务的序幕，为后续空间站
核心舱、实验舱发射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计划，我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

前后完成建造，一共规划12次飞行任
务。季启明介绍说，此次任务后，将先
后发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
实验舱，进行空间站基本构型的在轨组
装建造；其间，规划发射4艘神舟载人
飞船和4艘天舟货运飞船，进行航天员
乘组轮换和货物补给。

目前，我国空间站核心舱已完成正
样产品总装，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正在开展初样研制，空间科学应用载荷
已陆续转入正样研制。季启明说：“执
行空间站建造阶段4次飞行任务的航
天员乘组已经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
练。”

我国空间站将于2022年前后建成
其间发射4艘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已选定

（上接1版）
这次任务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蔓延之际，工程全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关
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决策部署，采取封闭式管理、远程化
会诊、全系统协同等方式，精简人员规
模、优化测试流程、严格疫情防控。面对
长征七号甲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
失利带来的严峻考验，工程全线深入开
展质量整顿，高质量完成故障剥离和举
一反三工作。针对此次任务准备期间发
生的质量问题，严格按“双五条”归零标
准，既抓技术问题归零又抓思想问题
归零，既走专家路线又走群众路线，既
重技术改进提高又重管理责任强化，

确保了任务进度与质量的有机统一。
1992年，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

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经过20多年
独立自主发展和接续奋斗，已先后组织
实施16次重大飞行任务，实现11名航天
员共14人次太空飞行和安全返回，圆满
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全部既定任务。

这次发射的运载火箭及搭载的试
验船和试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第二研究
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31
次飞行。

关注长五B首飞成功

上火星探测/去月球采样
●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

今年共计划执行三次发射任务。
●长征五号B首飞后，长征

五号下半年将发射我国首个火
星探测器；年底前，长征五号还
将发射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计
划对月球表面采样后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