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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长汀县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被誉为红军故乡、红色土地、红旗
不倒的地方。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知
道，这片红色大地曾是我国南方红壤
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全县
146.2 万亩土地水土流失严重，一座
座寸草不生的“火焰山”让长汀长年

“山光、水浊、田瘦、人穷”。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长汀人民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狠抓水土流失治理。截至目
前，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已经下降至
39.6 万亩，水土流失率降至 8.52%。
与此同时，2015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1658 元，比上年增长 10.2%。
其中，重点水土流失区河田镇农民人
均纯收入 10135 元，比 2010 年增加
5315元，增长110.3%。

这一降一升的数字，体现了长汀
“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
变，也是长汀人民实现“百姓富生态
美”的最好诠释。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长汀县委书记廖深洪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长汀河田、馆前、三洲等乡
镇在减少流失地的同时，对 1.3 万亩
坡耕地实施改造，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台面套种金银花、黄栀子、蓝莓、黄花
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杉木、油茶、桑葚
等经果林1.56万亩，实现坡地增值。

“长汀过去人口密集，过度砍伐是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治
理水土流失，既要让老百姓‘放下斧
头’，又要‘扛起锄头’。”长汀县水保站
站长彭绍云说。

过去10年来，长汀县三洲镇戴坊村的红旗山上，不管风
吹日晒，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独自承包了红旗
山2270亩山地，已经种了1000多亩油茶，他就是远近闻名
的种树能手——“断臂铁人”兰林金。

55 岁的兰林金左臂肘以下只有两寸多的小臂，右臂
从肘部以下什么都没有，一只眼睛还装着义眼。尽管如
此，他挖坑、种树却显得相当轻松。生在这片红色土地
上，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基因已经根植在兰林金
的身上。特种兵出身的他，又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滴
水穿石”的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让他十年如一日地
坚持了下来。

“之前种树欠了很多债，现在，政府提出了发展林下经济
的号召，我就在油茶树下的空地上种了100多亩生姜、100多
亩太子参、150 亩黄栀子，
还种了20多亩晚秋黄梨。
又和人合伙投资兴办了生
姜加工厂，‘断臂铁人’的商
标已经注册下来，未来年收
入至少可以达到上千万
元。”兰林金说。

（下转第三版）

福建长汀

：生态富民两相宜本报记者

薛志伟

本报伦敦 9 月 15 日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9 月 15 日，
英国政府在完成欣克利角C核电站项目全面评估并与法国
电力公司达成修正协议后，宣布正式批准该核电站项目。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政策大臣葛莱格·克拉克表示：“英
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升级能源供应体系，同时也需要提升低碳
能源比重。欣克利角 C 项目是上述两大计划的关键，该项
目的推进也拉开了英国核电产业新时代的帷幕。”

据了解，欣克利角 C 项目系英国 20 年来首个核电项
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80亿英镑，投入运行后，将在未来60
年内满足英国全国 7%的电力需求。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
电力集团合作投资该项目，其中中方持有 33.5%的股份。
该项目的建设也将惠及英国企业和民众，预计 60%的项目
合同将由英国本土企业承接，将创造约2.6万个工作岗位。

英国政府批准欣克利角 C 核电项目
中广核将参与项目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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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15日讯 记者齐慧从铁路部门获悉：15
日是中秋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95万人次，
加开临客292列。

9 月 14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918.9 万人次，开行旅客
列车 6896 列，加开临客 272 列，与去年中秋节相比基本持
平，全国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为应对台风“莫兰蒂”，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广铁集团、
南昌铁路局采取停开部分旅客列车的措施，相关地区铁路
客流有所下降。广铁集团及时调整运输方案，15日安排厦
深高铁潮汕至广深方向开行短途动车组57对。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中秋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中 秋 夜中 秋 夜 ，，天 宫 问 天 再 起 航天 宫 问 天 再 起 航
——记天宫二号成功发射迈向空间站时代记天宫二号成功发射迈向空间站时代

发射时中高低温交叉的“冰火两重
天”，剧烈震动的严峻挑战，充斥着高能
粒子、宇宙射线的恶劣环境⋯⋯在这样
的条件下，天宫二号能否为宇航员提供
一个舒适温暖的家？《经济日报》记者从
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的缔造者——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获悉，科研
人员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设计研制
过程中，实施尽心、放心、贴心“三心”工
程，力争为航天员打造“五星太空之家”，
让他们在遥远的深空体会到“家”的舒心
和温暖。

稳固如“定海神针”
维修像“插拔U盘”

《西游记》中有一个定海神针，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上面也有一个“定海神
针 ”，它 就 是 控 制 力 矩 陀 螺（简 称
CMG）。CMG 是空间飞行器姿态机动
与姿态稳定的控制部件。“没有 CMG 的
话，卫星和空间站这类航天器的灵活性
会差很多，调整变化的能力也会很小。
有了CMG，航天器的机动性就会大大增

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502所科研
人员告诉记者。

CMG结构复杂，重量、体积大，力学
设计、热设计难度高，一直属于“卡脖子”
工程。502 所科研人员自 1998 年启动
攻关，用了十几年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
头。2011年天宫一号成功发射，各项遥
测数据正常，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
CMG首次在轨应用成功，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天宫二号上面的 200NmsCMG 输
出力矩平稳、力矩分辨率高，在天宫一号

任务时首次亮相，在服役期间姿态控制
精度均优于设计指标，在轨工作稳定、表
现优异。”专家介绍。

天宫二号的密封结构也是保障安全
性的另一法宝。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总体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天宫二号
是一个外部真空、内部有 1 个大气压的
结构。评价其安全性很重要的方面，就
是在 2 年的在轨飞行过程中，漏气量要
非常小。就像再好的篮球早晚也会漏
气，只是好的产品和设计可以让漏气非
常缓慢。” （下转第二版）

天宫二号彰显我国综合实力——

科技创新打造“五星太空之家”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上图 9 月 15 日，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二号 F T2 火箭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发射升空。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西北戈壁，中秋的月亮分外明亮。9月15日晚，中国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迎来了历史上又一重要时刻：我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
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将从这里踏上新的征程。

夜空下，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托举着长 10.4 米、最大直径
3.35米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静静矗立在发射塔架旁。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30 分钟准备！”“5 分钟准备！”“1 分钟
准备！”⋯⋯渐次响起的口令声穿越茫茫戈壁，叩击着每一位关注
中国航天事业人的心。

倒计时由 10 指向 0 秒。“点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系统
零号指挥员王洪志的声音浑厚有力，伴随着轰天巨响，天宫二号承
载着使命与期盼腾空而去，熊熊燃烧的火箭尾焰把中秋的夜空染
成了一片耀眼的橘红。

这是长征二号 F 火箭第 12 次执行任务。此前的 13 年里，这
支“金牌火箭”曾将天宫一号和10艘神舟飞船成功送入太空，圆了
10名航天员的飞天梦。今天，它又一次托举着天宫二号奔向浩瀚
星空。

夜色中，一轮圆月与火箭划出的亮白色弧线在天幕上组成一
幅充满诗意的图景。

助推器分离——捆绑在箭体上增加推力的4支小火箭完成使
命；一、二级分离——火箭飞过平流层和中间层，芯一级自动脱离；
整流罩分离——火箭已飞出稠密的大气层，天宫二号离开整流罩
的保护，独自面对这浩瀚宇宙⋯⋯

22时13分55秒，器箭分离，天宫二号消除分离姿态干扰，建立
运行姿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宣布：“天宫二号空间
实验室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指控大厅沸腾了，热烈掌声经久不息。

此时共中秋，天宫再飞天。从1958年创建以来，中国航天人在
酒泉成功发射了104颗卫星、10艘飞船和1艘目标飞行器，为中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骄人的十个第一。今天，天宫二号发射成
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又迈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这是中
国航天之路的新高度，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新跨越。

文/本报记者 姜天骄

天宫二号 9 月 15 日成功发射
升空，这次任务需要攻克很多新
技术。

15 日，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测控通信指挥部指挥
长、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副主任
李剑告诉记者，天宫二号任务中，关
键飞控技术面临五大全新挑战。

天宫二号需挑战中长期的高精
度轨道预报。

李剑介绍，天宫一号的交会对
接相当于打固定靶，天宫会为神舟
临时调整轨道，可以打得很精准。
而天宫二号需为将来的空间站模式

积累经验，空间站不可能为飞船临
时调整轨道，对接前 20 余天就要对
天宫轨道进行准确预报，以便确定
神舟的发射参数，相当于打移动靶，
难度更大。

天宫二号任务需对远程导引控
制策略进行设计与验证。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就是未来
空间站的预演，为适应空间站交会
对接任务中目标飞行器不进行调相
的控制需求，神舟十一号飞船需具
备在初始相位差、入轨远地点高度
的一定范围内进行交会对接的能
力。为此，北京飞控中心需重新设

计远程导引控制策略，应急控制策
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天宫二号任务需挑战短弧段快
速测定轨。

神舟十一号远距离导引第 5 次
控制与自主导引段第一脉冲控制的
时间间隔仅为 2 圈，定轨时间仅 1
圈，对短弧段定轨精度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李剑说，“这对地面定位造
成很大压力，一圈之内就要生成高
精度数据”。

天宫二号任务需挑战返回前快
速轨道控制。

（下转第二版）

解锁五大飞行“新姿势”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更多报道见第五版）

天宫二号发射全过程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