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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4月2日电（记者毛振
华）近日，我国建造的首艘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 2 万标箱级超大型集装箱船舶

“中远海运白羊座”轮，首航天津港太平洋
国际集装箱码头，力促天津港外贸进出口
集装箱吞吐量稳步增长。

该轮由中远海运集团旗下南通中远海
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于今年1月
16日正式交付。船长400米，宽58.6米，深
30.7米，最大载重量达19.7万吨，甲板面积
比4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是目前世界上尺
度最长的船舶之一。该轮具有油耗低、装箱
量大、智能化程度高、适港性强等优势，船舶
装载量、营运快速性和安全性能指标均属世
界先进水平。

“中远海运白羊座”轮服务于“海洋联
盟”的欧洲航线。“海洋联盟”由中远海运旗
下中远集运、达飞轮船、长荣海运和东方海
外四家中外海运企业组建成立。该轮服务
的欧洲航线从天津港出发，挂靠华北和华
东地区各主要港口，途经新加坡抵达德国、
比利时、荷兰、希腊等国。

国产首艘2万标箱级
集装箱船首航天津港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齐中熙）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018年4月
10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
行图。运行图调整后，“复兴号”动车组开行
数量增加，货运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是安排增加8对时速350公里“复兴
号”动车组列车，其中北京南至上海虹桥1
对、北京南至上海2对、北京南至杭州东3
对、北京南至合肥南2对。调图后，全国铁路

“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达到114.5对，可通
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

二是安排石济、胶济客专共增开动车
组列车6对，其中日常开行石家庄至荣成、
威海、烟台各1对，济南西至青岛1对，济南
至威海、威海至平原东1对；逢周末开行平
原东至威海1对。此外，在客流高峰期开行
烟台至石家庄、石家庄至济南西1对，平原
东至威海、威海至济南西1对。

三是安排西成客专增开动车组列车2
对，分别为郑州东至成都东、重庆西各1对。

四是增加货物快运班列及大宗物资直
达列车，增加中欧班列4条，以更好地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物流需要；增加跨局
大宗物资直达列车84列，保障关系国计民
生的重点物资运输。

五是加大大秦、唐呼、瓦日等西煤东
运、北煤南运主要货运通道运输能力挖潜，
通过增开货运列车220对，其中增开万吨
及以上货运列车60列和优化枢纽分工等
措施，实现货运列车高效快捷的运输组织，
预计全年货运发送量可增运2亿吨。

4月10日起全国铁路
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1992年，作为中国载人航天战略的一部
分，研制目标飞行器的方案，在早期规划的时
候就已经确定。

10年后，任务方案通过。此时，它还没有
名字，而是被直白地称为“目标飞行器”。这个
小名一直被叫到2006年。这一年，科研人员给
它起了一个自带“中国风”的名字：天宫一号。

2009年，天宫一号模型公开亮相——长
10.4米、最大直径3.35米，采用资源舱、实验舱
两舱构型。2011年6月29日，它被运至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静待飞天。

亮相 名字自带“中国风”

戈壁清风，照明灯开启，乳白色的长征火
箭托举着天宫一号，紧紧依偎着高大的发射
塔架。2011年9月29日21时16分，火箭起飞
的巨大轰鸣，排山倒海般压向四周。火箭缓缓
上升，越飞越高，越飞越快，慢慢消失在人们
视线中。

21时38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宣布，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浩
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宫”。

飞天 太空首迎“中国宫”

2011年，一场曼妙的太空之舞在距地球
343公里的轨道上演。两位舞者都来自中国：
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

11月3日凌晨，5公里、400米、140米、30
米、20米、10米、5米……1时36分，12把对接
锁准确启动，上千个齿轮和轴承同步工作，天
宫与神舟毫不犹豫地牵手相拥，开始12天的
双人太空之舞。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自动空间
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对接 首次太空之舞

像一尾灵活的蓝色小鱼，航天员景海鹏以
手撑地，“游”出了对接通道，出现在天宫一号
中。仅仅一分钟后，航天员刘旺也“游”进天宫
一号。女航天员刘洋则用手助力，一点一点

“飘”进轨道舱，如同一枚轻盈的羽毛。
2012年6月18日下午，天宫一号迎来首

批家乡访客。三位航天员的入驻，也让天宫一
号顿时有了“家”的温馨。

6月23日，在“天宫”中迎来端午节的航
天员向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送上节日祝福。

到访 天宫迎来家乡客

6月24日，暂别天宫一号的神舟九号，由
刘旺控制着从容来到140米停泊点。12时42
分，神舟九号已从自动控制状态转为手动控
制——它的每一步都将由航天员亲手操纵。

要将飞船与天宫之间的角度精准控制，
这对于重量超过 8 吨、长达 9 米的飞行器而
言，难度相当于“百米穿针”。刘旺一边控制手
柄，一边观察仪表。调整、前进、调整——12时
48分，神舟九号的对接环捕捉到天宫一号。

12时55分，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紧紧相
牵，对接成功，浩瀚太空中打出完美“十环”。这
意味着我国完整掌握了载人航天三大基础性
技术中的最后一项——空间交会对接技术。

精度 打出完美“十环”

2013年6月20日上午，天宫一号
变身中国最高讲台，来自孔子家乡的
女航天员王亚平，在这里为全国青少
年进行我国第一次太空授课。

10 时 11 分，开始上课。为了更
好展示太空失重状态，聂海胜盘起
腿，玩起了“悬空打坐”。王亚平用手
指轻轻一推，聂海胜摇摇晃晃向远
处飘去。

太空中，孩子们熟悉的玩具陀
螺也成了好教具：一个静止的悬空
陀螺，被推了一下后翻滚向前；另一
个旋转着的陀螺同样被推了一下，
这一次陀螺没有翻滚，而是晃动着
快速前行。

40分钟的时间里，王亚平成功
完成了质量测量、单摆运动、陀螺运
动、水膜和水球等5个实验。

授课 中国最高讲台上的奇妙一课

送别神舟十号之后，天宫一号
即完成了主要使命，进入“退休”生
活。但它不甘寂寞，继续工作。

2016 年 3 月，超期服役两年半
的天宫一号，正式终止数据服务，踏
上了漫漫回家路。

在太空孤独地飞行了两年多

后，天宫一号回归地球，落于南太平
洋中部区域，绝大部分器件在再入
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

华美谢幕，意味着更精彩的演
出即将上演——如今，天宫二号也
早已升空；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
即将建成。（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归来 永远的天宫一号

李国利 邓孟 杨欣

4月2日，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
号流星般从天外回归，结束了长达7年的太空
之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证实，8时15分
左右，天宫一号坠落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

再见，天宫一号，但属于你的精彩瞬间永
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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