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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接触、捕获、缓冲、校正、紧锁、密
封⋯⋯6 月 13 日 16 时 17 分，神舟十号指
令长聂海胜一边轻轻挥手，一边“游”进
天宫。这一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对
接机构研制团队的科研人员一片欢腾——
17 年心血浇灌出的梦想，再次在浩瀚太
空完美实现。

17 年来，在没有任何外援和经验借
鉴的情况下，对接机构研制团队立足自我
研发和技术创新，用中国智慧成就了天神
之“吻”，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
后第三个自主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
国家。

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
带一个隐患上天

对接机构研制团队的科研人员们始终
秉承“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责任与使
命，一切从航天员安全出发，为交会对接
任务的圆满完成竭尽了全部智慧与心血。

2007 年，研制团队在进行对接机构
地面模拟试验时，测得分离角速度超过了

指标要求。角速度过大，就可能导致天宫
一号和神舟飞船发生碰撞甚至侧翻。设计
师们开始了无休止的攻关、分析、试验，
再攻关、再分析、再试验⋯⋯经过 170 多
次反复试验、分析和改进，长达一年半的
艰辛努力之后，分离角速度终于达到了设
计要求。

“如果事情没做‘透’，自己就放心不
下。”副总设计师张崇峰承担任务以来，
坦言自己天天如履薄冰。

2010 年农历腊月二十七，对接机构
捕获缓冲试验已接近尾声。突然，捕获传
感器信号异常。

经过分析，这种故障出现的概率为千
分之一，而且对交会对接没有影响。但为
确保安全，两总系统立即要求归零、开会
讨论、拿出解决方案，就这样，张崇峰一
直到除夕晚上 6点多才离开单位。

那个春节张崇峰没有过好。农历正月
初二，他就和大家扑在了技术攻关上。那
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早日排除故障，绝不
能让问题上天。经过 9 天 9 夜的奋战，他
们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消除了这千分之

一的隐患。

攻关的路虽然漫长，但我
们终究胜利了

实现交会对接任务，最关键的是一把
把交会对接锁，正是这些力大无穷的锁钩
在 交 会 对 接 时 将 天 宫 一 号 牢 牢 抓 住 并
锁定。

特级技师王曙群刚接触对接机构装调
时，感觉没啥难的，以为一定能在短时间
内做出来。但接触的时间越长，问题发现
得越多。为保证对接、分离成功，不但相
关各舱室的气体不能泄漏，舱与舱之间也
要“天衣无缝”，而且对接时必须保持平
稳、牢固，不能剧烈晃动。为此，锁钩要
同步锁紧、同步分离，这就好比在太空中

“拧螺丝”。为了做到这两个同步，包括王
曙群在内的总装组在装配过程中必须边装
配、边调整、边试验。

经过多次试验，王曙群他们发现试验
结果与设计相差很大，而且偏差毫无规律
可循。从那天起，他便和这个问题较上了

劲。他走路时想、睡觉时想，有时在饭桌
上还会情不自禁地用手比划⋯⋯经过近一
年的试验、摸索，反复比对大量试验所取
得的数据，王曙群首先提出“对接锁的问
题与锁钩的钩间距关系密切”，为团队拨
开了云雾，一举解决了困扰对接机构团队
近 2 年的对接锁系同步性协调难题。试验
成功后，王曙群说，“攻关的路虽然漫
长，但我们终究是胜利了。”

2012 年 5 月 17 日，做完心脏手术 45
天之后，总师助理柏合民不顾“静卧 3 个
月”的医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说，

“即使生病了，我也要到现场看着。”
在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和空间实验

室系统副总指挥叶勋的眼中，团队中像柏
合民一样的人比比皆是，“因为任务的需
要，团队中很多年轻人跟着我们各地奔波，
以至于有的同志没时间谈恋爱、结婚；更多
的同志没法孝敬老人、照顾家人。”

就是这样一群人，研制出了世界领
先、器件国产化率达 99%的对接机构，以
及一整套世界一流的地面模拟试验设备，
获得发明专利 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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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 月 23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财政部、民

政部今天向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和广西等 5 省 （自
治区） 下拨 5.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用于近
期暴雨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性生活救
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遇难人员家属发放抚慰
金，帮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针对内蒙古自治区近期暴雨洪涝灾情，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今天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
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工作。

据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报告，8 月份以来，全区多地
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 10 个盟市 48 个旗 （县、区）
79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和其他需紧急生活救助 11.6 万
人，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2.3 万间，一般损坏房屋 2.8 万
间，直接经济损失 22亿元。

连日来，黑龙江抗洪抢险进入最紧张阶段。8月 21日
晚 7 时，借着手电筒的微光，记者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
走上防汛最前线——位于嘉荫县的黑龙江大堤乌云段堤
坝。只见大坝的坝顶堆着白色编织袋，编织袋下面压着彩
条布，将迎水坡一面盖住直至水下。每隔几百米就能看见
透出微弱灯光的简易帐篷。

记者走进一间帐篷，两名穿迷彩服的抢险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帐篷都是为夜晚查堤护堤搭建的，他们已在这里守
了近一个月。进入汛期后，乌云镇组织青壮年轮流上堤巡
查，并将防汛物资运至第一线，随时准备抵御洪水来袭。

这时帐篷外传来喊声：又漏水了！两人抓起铁锹和手
电筒跑出帐篷外。记者也跟上去，发现堤坝内侧有个大窟
窿正向外涌水。一位穿迷彩服的中年人对大家说，可能下
面有鼠洞，得把土挖开再处理。话音未落，他就跳入水中
处理险情，其他人也紧接着跳入水中。

记者了解到，这位中年人是乌云镇镇长高长青，发生
汛情以来，他就守在大堤上，白天加固大堤、部署防汛工
作，夜里凌晨 3 点起来巡堤，困了就在帐篷里睡一会儿，
饿了就啃几口馒头。

一阵紧张工作，险情排除了。高长青从水中出来，全身
湿透。记者问他多久没有回家了，他愣了一下说，“可能有一
个多月了吧。现在也没有心思顾自己家的事儿了，就是一门
心思要保住大堤，这条大堤后面可是 7000多户人家啊。”

支持 5 省区抗洪救灾

5.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下拨
对内蒙古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夜 探 嘉 荫 大 堤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张文羽

本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
司长杜柯伟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3 年秋
季新学年开学之际，我国首部全国性《中小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将正式实施，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信息管理制度。
届时，我国每个中小学生都将有唯一学籍号，实现“籍随
人走、终身不变”。

杜柯伟表示，学籍管理办法实施后，学校通过电子学
籍系统统一申请学籍号，将更好地解决跨省转学问题，提
供更好的教育服务，杜绝“虚假学籍”、“重复学籍”等问
题。学籍管理办法设计了学生学籍档案的基本内容，除
学籍基础信息外，还包括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报告、体质
健康测试及体检信息、预防接种信息等。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罗方述介绍，学生
学籍档案中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等基本信息将实
行一次采集。

教育部发文明确

中 小 学 生 学 籍 实 现
一人一号、籍随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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