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学生心理健康护航巴南区融创初级中学

打造线上平台
推送健康成长“护心符”

时光倒回到今年寒假，巴南融创中
学围绕家庭教育重点，为全校学生开展
了主题为“幸福家庭 共同成长”的线
上心理课，注重学生人格养成、关注学
生精神成长、给足学生心理营养。

“家长们要把孩子当朋友，学会倾
听、陪伴、尊重、接纳、鼓励。孩子们要
坚持做到自律，有时间观念，作息要有
规律，学习要有分寸……”在课上，学校
的心理健康专职教师张中娴说道。

在巴南融创中学，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寓学于乐的线上心理健康教
育课已是一项常态化工作。

据了解，巴南融创中学有效利用交
互式电子白板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调
动课程资源，导入教学内容，将心理健
康教育的有关知识以图文、音频等形式
生动地呈现出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参
与性与主动性。

特别是在去年的“停课不停学”期
间，巴南融创中学借助线上平台，将爱
国主义教育、生命教育、责任教育等有

机融入“线上心理课”，撰写推广“防
护我身、守护我心”“面对疫情，如何
让孩子保持健康心理状态”等心理自
助指南，不仅提升学生在疫情中的心
理承受能力，引导学生“听有所感，感
有所悟，悟有所行”，还帮助家长和孩
子们共同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与此同时，巴南融创中学通过心
理援助热线、QQ、微信等在线咨询等
渠道，筑牢了师生心理健康的坚实

“防护网”。

推进学科融合
在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日前，巴南融创中学开展了一场
主题为“关注心灵 幸福成长”的家庭
教育讲座。

讲座上，张中娴从“你感受到的
家是什么，你心中的家庭幸福是什
么，架起通往家庭幸福的桥梁——我
能为家庭幸福做些什么”3个方面展
开，从心理角度让孩子看见自己在家
庭里追求的“幸福”，让孩子明白自己
在家庭中也能够做些什么。

这是巴南融创中学开展线下心理
健康教育活动课的一个典型实践。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否，不仅影响
自身的健康，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的兴衰。学校构建全员化、全程化、全

方位化心理健康教育机制，打造心理
健康教育精品课程，探索‘心理+学科’

‘心理+活动’的‘心育模式’，培育出一
批批自信阳光、活泼大方、人格健全的
翩翩少年。”巴南融创中学校长何莉

说。
一直以来，巴南融创中学将心理

健康课纳入学校班级课表，积极开展
心理适应讲座、青春期讲座、生命教育
讲座、教师心理培训讲座，以及进行人
际交往、自信等团体心理辅导、沙盘辅
导，在校内营造了温馨和谐的育人环
境，构筑了师生心理健康的港湾。

在开设常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
讲座的基础上，巴南融创中学挖掘其
他学科所蕴含的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促使心理健康教育与教学内容
相互渗透，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全
课程育人。

在历史课上，可以激发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在体育课上，可以培养学
生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在美术
课上，可以练就学生的审美心理和审
美情趣……

此外，该校也在班会活动、升旗仪
式、研学活动、艺术节等场合，渗透进
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达到知、情、
意、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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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如何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
展？

巴南区融创中学
从全局性、整体性、建
设性出发，对工作机
制、咨询服务、课程实
施、活动开展、预防干
预等方面进行有益探
索，充分利用线上和
线下的心理健康教育
资源，实现线上与线
下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的深度融合、同频共
振，推动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不断创
新发展，引领每个学
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开展团体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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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特产后还有啥
——中国探月工程新看点前瞻

□新华社记者

“挖土”归来，“嫦娥家族”仍
将马不停蹄！24日在南京举行
的2021年中国航天大会现场，
多名航天专家就未来的探月规
划展开探讨。

嫦娥五号“挖土”归来后研
究 啥？ 月 球 科 研 建 站 有多
远？……会场内外，航天大咖们
揭开月球探测新看点。

筹建月球科研站

24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就合作建
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发布联合声
明。根据声明，中俄两国将在国
际月球科研站的规划、论证、设
计、研制、实施、运营等方面开展
合作。后续还将发布《国际月球
科研站实施路线图》，以及明确
其他有兴趣国家或国际组织的
加入程序。

据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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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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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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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月工程具体分为三个阶
段，即2020年前完成“绕、落、
回”三步走；2030年前实现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的“勘、研、建”；此
后，再完成月球科研站的扩展与
运营。即从具备月球探测技术
能力，到攻克月球科研站技术、
提升月球科学与资源应用能力，
再到形成月球长期科研和资源
应用能力。

中国宇航学会高级专家朱
林崎介绍，不惟中俄两国如此，
目前全球对月球站、月球基地、
月球村的探索也方兴未艾，主要
航天国家纷纷将月球基地、月球
村纳入探索规划，真可谓“争入
广寒伴清光，明月何曾是两乡”。

“从目前世界各国对‘月球
基地’的构想看，我们也可以探
讨从月球科研站到月球基地、月
球村，乃至构建‘地月空间生态
圈’的可能性。未来，也许在月
球欣赏地球也会成为常态。有
人赏月，有人上月，探索的脚步
永不停歇！”朱林崎说。

“土”特产后看“水冰”

挖回了月壤，月球科研的下
一个焦点或将是“水”。中国科
学院专家介绍，根据理论预测，
仅在月球南极没有太阳照射的

阴影区，就可能储存着100亿吨
左右的水。月球南极附近存在
很深的撞击坑，根据目前的探测
和理论研究，天文学家推测，在
月球南极的这些撞击坑内极有
可能富集大量水冰。

在我国探月工程四期规划
中，嫦娥七号也将开展月球南极
资源详查，对月球南极地形地
貌、物质成分、空间环境等进行
综合探测。

目前，各国都在抓紧布局相
关探测，以期能更加详细地研究
月球水冰的分布。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探测
器都先后发现了月壤中存在水
冰的证据。近年来，月球水冰一
直是各国研究的热点。

为什么月球水的探测如此
重要？因为月球上的水本身是
珍贵而重要的资源。航天八院
805所型号主任设计师赵晨说，
从地球运送水到月球非常昂
贵。第一步目标是通过探测验
证、确认月球上是否存在大量的
水。如果真实存在，那就进展到
第二步，研究就地取水，利用月
球水。比如，进一步将其分解成
燃料，并为后续开发和利用月球
资源提供能源。

“我们也期待，我国自己的
探测器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带回
精度更高的月球水冰分布数据，
为全世界探索月球水资源作出
中国贡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
台研究员吴昀昭说。

奔赴更遥远的
星辰大海

皓月别有洞中天，星河
璀璨路向前。人类探索的脚步
并不止于月球，未来，月球将成
为走向外空的实验场、跳板和短
期栖息地，为推开探索边界、飞
向更远处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家航天局披露的消息显
示，后续我国还将实施多项深空
探测工程，如小行星探测、火星
采样返回、木星及行星际穿越探
测等。深空探测对研究生命诞
生、探索宇宙起源、服务国民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吴伟仁院士近期在接受采访
时也披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百年之际，我国航天器将首次
飞抵距地100个天文单位，也就
是抵达150亿公里左右的太阳系
边际开展科学探测和在轨试验。

“这将是人类首次进行这种
探测，如果成功实施，将是中国
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对人类的贡
献。”吴伟仁说，“中国航天有实
力实现这一目标。”

“月球将成为迈向深空的天
然‘加油站’和‘跳板’。从月球
到火星，乃至其他星体，人类探
索的边界必将不断拓展。”中国
宇航学会高级专家孙为钢说。

（记者 王珏玢 蒋芳 邱
冰清 胡喆）

（新华社南京4月24日电）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
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重庆科技
馆举行了“遇见追梦人”科技·人
文大讲坛活动。来自川渝两地三
代航天人中的代表——包括一线
科研工作者、航天技术骨干、

“816”核工程建设者，为喜欢航
天科技、热爱人文历史的广大观
众带来了主题演讲、科技制作及
艺术表演等精彩纷呈的活动。

月球上棉花发芽背后的
艰难攻关

“2019年1月15日，月球上
的棉花长出了嫩芽，登上了微博
热搜。这是人类首次在月球表面
培育出地球生物，这也是我们团
队在嫦娥四号生物科普试验载荷
上取得的成果。”重庆大学（教育
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设计师张元勋带来的题为《送星
星一朵小棉花》的“棉花历险记”，
生动还原了在嫦娥四号生物科普
试验载荷背后“失之毫厘，差之千
里”的艰难攻关历程。

“2015年，国家为了航天科
普工作，特意在嫦娥四号着陆器
上预留了3公斤的资源，并面向
广大民众征集创意。经过评审，
我们的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拿到了

‘入场券’。”张元勋说，从2016年
初接到任务到 2018 年 10 月完
成，他们研制的生物科普试验载
荷成为嫦娥四号任务研发周期最
短的仪器。

虽然这只是一个以科普为主
的载荷，但它也包括了许多关键
技术，集成了国内外的一系列优
势资源，参与其中的科研工作者
也付出了艰辛努力。

“比如当时我们需要一种材
料，既能保护生物仓的土壤不因
颠簸移位洒出，又要能够在着陆
后遇水消散无踪。测试了许多种
材料后，我们终于发现了最合适
的材料——常用于立体绣的水溶
棉。”他表示，航天项目要特别谨
小慎微，做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
都有可能牵一发动全身，所以都
要当做大事情对待。

“深山铸剑师”讲述“高
光”背后的艰苦奋斗故事

“我是四川航天土生土长的
一名‘航二代’，我的父亲是老三
线建设中的一名普通司机，他曾
经开着翻斗车到河床上拉沙石搞
三线建设，开着货车送产品到大
漠靶场做试验。”四川航天长征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成都

工匠”称号获得者凃强以
《深山铸剑师》为题，讲述
了航天“高光”时刻背后的
那些人、那些事。

对外界来说，航天工
作者可能是个略显“神秘”
的群体，有的人干了一辈
子航天，家人连他究竟做
的什么工作都不清楚。活

动现场，凃强为观众揭开神秘面
纱，真实还原了航天人的工作场
景和他们的真情实感。

在四川航天总装车间门前，
竖着一个红色巨幅标语牌，牌上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几个彩色大
字分外夺目。

2015年，总装车间为突击某
生产任务，一线人员连续加班了
七天七夜，累到了横七竖八、随地
可眠的人体极限。一周的时间，
他们吃住在车间，彷佛忘记了还
有外面的世界。在完成任务走出
车间大门的那一刻，耀眼的阳光
晃得他们眼睛直流泪。

“再大的困难，再多的苦累，
比之于国家利益，就显得太渺小
了。”凃强感慨地说，中国航天事
业的强大兴盛，离不开每一位航
天人的矢志奉献和默默坚守，而
自己只是千千万万航天人中的普
通一兵。

数百吨重铅门一秒内能
自动封闭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但我不到二十岁就从新疆哈密来
到重庆，如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
了。”“816”地下核工程首批建设
者、高级工程师孙国光讲述了自
己的难忘往事。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
有核武器的国家。1965年，又决
定建设“816”地下核工程。孙国
光是首批建设者之一。

孙国光说，“816”地下核工
程所有露在外面的洞口的铅门，
都是由光电控制，只要核爆炸闪
光一出现，数百吨重的铅门就会
在一秒内自动封闭。这种1970
年代由中国自主研发出的技术，
在当时堪称神奇。

她介绍，“816”地下核工程最
核心的部位，就是核反应堆大厅，
也是整个洞体最大的洞室。洞内
九层高，在第九层的中央控制室
里，曾装配着当年中国最先进的
中央控制计算机组，而她就是进
洞为9层主控室做技术服务。

“816”工程从1966年施工到
1975 年结束，时间长达 9 年之
久。许多人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
大爱，义无反顾、背井离乡来到白
涛，轰轰烈烈地搞建设。孙国光
说，“816”人伴随“816”核工程一
路走来，魂和根早已融为一体。
虽然一切的奋斗和努力都只是科
技战线上一块小小的“垫基石”，
但在国家蓬勃发展的航天事业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据了解，除了精彩的主题演
讲，当天，重庆市工程师协会合唱
团还为观众带来了合唱歌曲——
《祖国不会忘记》，用经典旋律和
昂扬气魄致敬追梦人。不少市民
还现场以中国火星探测器为原
型，发挥创意动手搭建、组装属于
自己的火星车并带回家。

新华社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 胡喆 蒋芳）以什么动
力形式实现从地面到轨道空间
的全域高效飞行？怎样的气动
外形能适应0到25马赫全速域
飞行？

这是24日举行的中国航天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魏毅寅在特邀报告中
提出的思考。

何谓空天飞行器？魏毅寅
解释，空天飞行器是能够在稠密
大气、临近空间、轨道空间往返
飞行的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
将助力人类实现自由进出和高

效利用太空，按动力形式可分为
火箭动力和组合动力两大类。

放眼国际，鉴于火箭动力
航天运输系统在发射灵活性、
使用便捷性、准备周期等方面
还有待提升，美欧也在同步推
动组合动力的水平起降空天飞
行器发展。

魏毅寅表示，空天飞行器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廉价”，
能通过重复使用降低发射成本，
通过高比冲提高运载效率；二是

“安全”，无抛射物，自主应急返
航，应急着陆范围大大增加；三
是“便捷”，机场水平起降实现快
速响应，地面总装、维护保障更

加灵活；四是“机动”，临近空间
机动飞行拓展发射窗口，升力式
再入返回提高着陆机会。

同时，空天飞行面临的技
术挑战诸多，例如：以什么动力
形式实现从地面到轨道空间的
全域高效飞行，以什么结构满
足结构轻量化与耐高温热防
护，以什么气动外形适应0到
25马赫全速域飞行……这些都
是发展空天飞行器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

魏毅寅认为，沿着“从攻克
基础机理到突破技术体系，再到
空天航班工程应用”这条发展路
径，一步一难关。在陆续完成宽

域飞行技术验证和临近空间宽
域飞行试验后，才能形成空天运
输能力。

“21世纪以来航空航天技
术的快速发展掀起了空天飞行
研究热潮，将推动实现革命性
的空天航班、全球快速运输等
工程应用。”展望未来，魏毅寅
说，加快推动空天
飞行器技术发展，
人类实现自由进
入太空、建设太
空信息港和地
外天体基地
的梦想便不
再遥远。

关注中国航天日 川渝两地三代航天人
讲述追梦故事

空天航班不再远
院士专家畅谈空天飞行器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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