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晚，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

“太空快递”成功“上新”。天舟六号将会送
去哪些“惊喜”？此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

天舟六号承担哪些任务？

天舟六号发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发射，承担着空间站
物资保障、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和开展空
间科学实（试）验等任务。

天舟货运飞船设计了满足不同货物运
输需求的全密封货运飞船、半密封半开放
货运飞船和全开放货运飞船3种型谱。航天
科技集团五院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副总指挥
李志辉介绍，天舟六号为改进型全密封货
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
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天舟六号如何赋能升级？

与此前的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不同，天
舟六号经过升级改造，实现多项突破。

提高了密封舱货物上行能力。改进后的
载货能力由原来的6.9吨提升到7.4吨，这是
我国货运飞船货物装载能力首次突破7吨。

元器件自主可控比例大幅提高。“与天
舟五号相比，天舟六号的国产化元器件在规
格比例和数量上均有较大提升。”李志辉说。

为空间站送去哪些“惊喜”？

此次任务，天舟六号装载航天员系统、
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领域、货运飞船系统
的货物共计258件（套）。其中，包括6名航
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约700千克补加推进
剂和多项实（试）验载荷。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师、航天员
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此次携带的航天
员生活物资主要包括服装、食品、饮用水
等，其中新鲜水果重达71千克，约是天舟五
号携带水果重量的两倍，可满足神舟十五
号和神舟十六号乘组需求。

天舟六号上行实（试）验载荷、实验单
元及样品、共用支持类设备、实验耗材和备
品备件等共98件产品，总重量约714千克。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师、中
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吕从民介绍，按飞
行任务规划，航天员将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
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
学、空间材料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4
个领域共29项科学实验和应用试验。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何变化？

作为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主要承担天舟货运飞船发射
任务，是搭建“天地运输走廊”的“货运专
列”。这次任务，是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
舟货运飞船的第六次携手，火箭总体技术
状态趋于稳定。

为满足空间站的运营需求，火箭研制队
伍持续优化发射场测发流程。“本次任务优化
了地面测控软件，并进行单机、系统和全箭验
证，测发流程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提升。经过优
化，测发时间从27天缩短到25天。”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邵业涛说。

将火箭测试、发射周期减少2天是长征
七号遥七运载火箭的一项重大流程改进。

“时间的压缩绝非是对流程、步骤的简单取
消，而是在吃透技术的基础上对流程进一
步优化。”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程堂
明说，“质量和效率是保证成功的‘两条
腿’，失去任何一条，都不符合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10日电）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飞天解读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孙鲁明 郭明芝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
王逸涛 王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
时间2023年5月11日5时16分，成
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
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六号将
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将进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按计划
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图为5月11日在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的
画面。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新华社海南文昌5月10日电（记者 孙
鲁明 郭明芝）5月10日晚，天舟六号货运飞
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这是中
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发
射，天舟六号“发货”，物品种类丰富多样。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六号货运飞船
副总指挥李志辉介绍，天舟六号装载航天

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领域、货运
飞船系统的货物共计258件（套），包括6名
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约700千克补加推
进剂和多项实（试）验载荷。

中国航天员中心高级工程师、航天员
系统副总指挥尹锐介绍，此次携带的航天
员生活物资主要包括服装、食品、饮用水

等，其中新鲜水果重达71千克，约是天舟五
号携带水果重量的两倍，可满足神舟十五
号和神舟十六号乘组需求。

天舟六号上行实（试）验载荷、实验单
元及样品、共用支持类设备、实验耗材和备
品备件等98件产品。按飞行任务规划，航天
员将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
学、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 4 个领域 29 项
科学实验和应用试验。

天舟六号“发货” 新鲜水果“管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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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杨晨悦，女，2018年7月12日早上8时许被

遗弃于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16组路边，当
时小孩用红色襁褓包裹（内附出生日期农历
2018年5月22日、阳历7月5日）。

现公告寻找女孩的亲生父母，请孩子亲生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及时来人来电
或来信联系。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天内如
无人联系认领，孩子将被依法予以安置。

联系人：王瑛珍 联系电话：13789185277
2023年5月11日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5月10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刚果（金）遭受暴雨灾害向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近日刚果（金）遭受暴雨灾
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

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人民致
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刚果（金）一定能够战
胜困难、重建家园。

刚果（金）遭受暴雨灾害

习近平向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 5月 11日电（记者李
恒 顾天成）在国际护士节即将来临之
际，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底，全国注册
护士总量超过 520 万人，每千人口注册
护士约为3.7人，全国医护比为1：1.18。

这是记者5月11日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近年来，我国护理事业发展取得长足
进步，不断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改善
群众就医体验。”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宣传司副司长胡强强介绍，我国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中，护士占比超过一半。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广大护理工作者是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一支重要力量。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邢若齐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出台护理专项规
划、推动护理改革发展、加强护士培养培
训等重要举措，我国不断发展壮大护士队
伍。近十年来全国护士队伍总量以平均
8%的增幅逐年增加，每年约有30万新护
士加入到护士队伍中。护士队伍的学历素
质和专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邢若齐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持续采
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推动实施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到2025
年，全国护士队伍总量力争达到550万人，每千人口
注册护士数达到3.8人，基层护士数量达到1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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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截至 2022 年
9 月 9 日，该项目在 357
位爱心大使的共同助力
下，邀请了 2003 位爱心
人士筹款88058.58元，腾
讯 公 益 平 台 配 捐
15046.33元，项目共募集
善款 103104.91 元。该善
款已用于北塔区、双清区
事实孤儿的宝贝小屋建
设、宝贝助学金和宝贝礼
包发放等关爱工作。

“我们已经连续两
年发起爱心筹款项目，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爱心

奉献行列。”市和谐社工
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还
将继续为困境儿童募集
善款，为他们送去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据了解，北塔区今
年为困境儿童募集到的
救助资金已达 40 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
好困境儿童的帮扶救助
工作，在做到全面兜底
保障的同时，用爱心为
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北塔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5月11日在京举行。当前我国就业
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
再创历史新高，达1158万人，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压力依然较大。随着毕业季临近、毕业
生求职进入窗口期，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政策
保障、全力攻坚促进青年就业十分关键。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
其就业事关民生福祉和国家未来。党中央
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把高校毕业生
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中央
部署，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稳就业举措，以更大力度、从更多方面支持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刚刚过去的4月，国办印发《关于优化
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
通知》，将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
重要内容，提出五方面针对性的政策安排；
人社部部署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推
进计划，实施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等十项
行动，千方百计促进毕业生就业。

“组合拳”有了，关键要汇聚政策合力，
精准有效落实。这要求各地切实将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落细
各项就业支持政策，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积极
作为。要想方设法开拓更多市场化就业渠
道，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性岗位，深入细致做
好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加快各类招考工作进

度，同时加强对困难毕业生的兜底帮扶。
各高校也要加快推进就业工作进程，

通过校领导走访用人单位，深入开展“访企
拓岗促就业”行动，广泛挖掘就业岗位；同
时大力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如正在开展的
2023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
专场活动，为毕业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
施展才能搭起桥梁。

就业总量压力之下，更加考验求职者
的竞争力。当前，2023年百万就业见习岗位
募集计划正在开展。高校毕业生可以发挥
学习能力强、可塑空间大的优点，通过见习
对职场多了解、多尝试，增强自身的就业能
力。身处新时代，各行各业都拥有干事创业
的广阔舞台。广大青年不仅能在大城市、大
企业施展才干，也能通过“三支一扶”“大学
生乡村医生”等基层服务项目，在基层建功
立业、崭露头角。（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抢抓关键期力促高校毕业生就业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记者顾天成 李
恒）哮喘、睡眠障碍、脂肪肝、高血压……这些疾病竟
然都与肥胖密切相关。5月11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
疾控机构营养专家提示，超重肥胖会给人群带来慢
性病风险，极大影响健康。《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各年龄组
居民超重肥胖率上升，6至17岁、6岁以下儿童青少
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19%和10.4%。

预防肥胖，认识先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副研究员丁彩翠介绍，一个人是否肥胖，
并不单纯由体重决定，目前最常用的科学衡量指标
是身体质量指数（BMI）。我国18至64岁健康成年人
的身体质量指数正常范围为18.5至23.9，大于等于
24为超重，大于等于28为肥胖。儿童青少年则可参
照我国卫生行业标准《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
筛查》提供的标准进行判断。

部分公众十分关心如何才能保持健康体重。专
家指出，科学饮食是关键，坚持运动是保障。

在饮食方面，要平衡膳食、食不过量、吃动平衡。
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的基本原则，建议每天摄入至
少12种食物。膳食类型应包含谷薯类、蔬菜和水果、
动物性食物、大豆类和坚果、烹调油和盐共计 5 大
类，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提供的指引，
将五大类食物由多到少进行搭配。

在运动方面，对于18岁以上成年人，建议每周
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
度有氧活动，每周至少进行2天肌肉力量练习。对于
6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建议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
中等强度到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进行3天
肌肉力量练习和强健骨骼练习，每天视屏时间累计
小于2小时，鼓励户外活动。

聚焦世界防治肥胖日：

拒绝负“重” 关爱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