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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忠 本报记者 宋迎迎
李丽云 华 凌 吴纯新 颉满斌

◎本报评论员

◎实习记者 都 芃

5月 30日 18时 22分，翘盼已久的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
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六号航天
员乘组入驻“天宫”。

右图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
摄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十
六号航天员乘组“全家福”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李杰摄

下图 这是航天员景海鹏（右）、朱
杨柱（中）、桂海潮（左）在出征仪式上。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出征顺利

入驻“天宫”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5月30日下

午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

形势，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加

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努力开创

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李强、赵乐际、蔡奇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

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并不断发展总体

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

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实现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效运

转、地方党委国家安全系统全国基本覆

盖，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会议强调，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

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

显加大。国家安全战线要树立战略自

信、坚定必胜信心，充分看到自身优势

和有利条件。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

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

浪的重大考验。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突出实战实用鲜

明导向，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

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推动各方面

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

会议指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

新发展格局，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

部安全环境，更好维护开放安全，推

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要推进维

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创

新理论引领，完善力量布局，推进科

技赋能。要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

综合体，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打好组

合拳。

会 议 强 调 ，国 家 安 全 工 作 要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决 策 部 署 ，切 实

做 好 维 护 政 治 安 全 、提 升 网 络 数 据

人 工 智 能 安 全 治 理 水 平 、加 快 建 设

国 家 安 全 风 险 监 测 预 警 体 系 、推 进

国 家 安 全 法 治 建 设 、加 强 国 家 安 全

教育等方面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加快建设国家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意见》、《关

于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意见》等

文件。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

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 新 安 全 格 局 保 障 新 发 展 格 局

李 强 赵 乐 际 蔡 奇 出 席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

总书记阐明了在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

化和我国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背景

下，科技自立自强对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最主

要特征之一，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不断增强发展新动力新活力。

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加快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

长动力的重要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没有坚实

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们 能 不 能 如 期 全 面 建 成 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

立自强。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

强。只有把科技发展建立在自立自强

的牢固根基上，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才能真正

以创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实

践，实现更高水平的内涵型增长。必

须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坚持“四

个面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着力强化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顶尖科学

家领衔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

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

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发挥科

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促进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健康成长，不断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着力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

中心。

要优化创新生态，增强原始创新

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培育

创新文化，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

机制，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尽展才华

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

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

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国

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的深意所在。

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也遍布风险

和考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增强使命

感和责任感，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为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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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乌鲁木齐 5月 30日电
（通讯员苏华 记者朱彤）30 日 11 时

46 分，我国第一口万米科探井——深

地 塔 科 1 井 在 新 疆 塔 里 木 盆 地 开

钻。这标志着我国向地球深部探测

技术系列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钻探能

力开启“万米时代”，将为我国未来的

科学研究和油气资源开发提供重要

的基础和支持。

深地塔科 1 井位于新疆阿克苏地

区沙雅县境内，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心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是中国石油

在塔里木油田实施的重大“深地工

程”。该井设计井深 1.11万米，钻井完

井周期 457天。

据介绍，部署钻探深地塔科 1 井

目的是开展万米级特深层地质、工程

科学探索研究，以技术突破挑战深地

钻井极限，深入探索地球内部结构和

演化规律，进一步为地球科学研究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持，这也是全球石油

工业领域的一项重大技术挑战。

特深井钻探是油气工程技术瓶颈

最多、挑战最大的领域。作为我国深

地油气勘探开发的主战场，塔里木油

田突出创新驱动，不断挑战“世界少

有、我国独有”的超深、高温、高压、高

含硫“一超三高”勘探开发技术难题。

2020 年，成功钻探 8882 米深的轮探 1

井并获得油气战略发现，成为当时亚

洲陆上第一深井；今年 3 月，再次成功

钻探9396米深的亚洲最深水平井果勒

3C，拓展油气勘探深度迈向 9000米级

超深层，具备向万米特深层进军条件。

深地塔科 1 井采用我国自主研制

的全球首台 12000 米特深井自动化钻

机，这台钻机与普通钻机相比，载重提

升能力由三四百吨提高到最大 900

吨，相当于能同时吊起 6 吨的成年大

象 150头。

塔里木油田集合精锐力量，组成 9

个技术保障小组，聚焦万米级特深井

钻探关键高温、高压等技术瓶颈，重点

开展钻完井工具、测、试、录及固井等

全井筒技术难题论证，首创形成175兆

帕超高压井口、测试、测量工具的升级

配套，首次加工制造国内 168 毫米钻

杆、创新研发220摄氏度超高温工作液

体系、七开井眼井身结构等适应塔里

木盆地地质特点的钻完井系列技术，

以保障万米级特深井成功钻探。

据悉，塔里木油田不断挑战深地极

限，目前落实了克拉—克深、博孜—大

北两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和富满10亿

吨级大油气区，成功钻探 95 口超 8000

米的“地下珠峰”，6000米以深的井多达

1700余口，占全国超深井数量的80%以

上，生产的油气产量占比超过52%。

我国第一口万米深地科探井开钻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就建设教

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

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

谆谆教诲，殷殷期许，让全国高校、

高职校的教育工作者深感振奋。大家

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指引，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

体”，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瞄准科技前沿 加快
“卡脖子”难题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研

创新，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

培养质量。这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孙金声备受

鼓舞。

孙金声长期致力于油气钻采工程

理论与技术创新，带领团队实现了我国

高端钻井液技术的完全自主可控。

（下转第二版）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当童声合唱团纯真清澈的歌声响

起，钱学森、袁隆平、黄大年等一位位中

国科学家的半身头像在大屏幕上被缓

缓点亮，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下这一幕感人画面。

5 月 30 日是第七个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当日上午，以“点亮精神火炬”为

主题，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全国创

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国家科技传播中

心隆重举行。舞台剧、童声合唱、点亮

仪式，大会借助多种活动形式向广大科

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在大会致辞中

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赓续老一辈

科学家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牢固树立家国情怀，培育创新文

化，推动形成有利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科学家故事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

故事，是传承科学家精神的最佳载体。

在一代代赓续传承中，科学家精神不断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今年，中国科协、

教育部等 8 部门共同推动科学家故事

走进校园，精心打造“科学家故事众创

空间”，以高质量科技馆体系建设为牵

引，支持帮助广大青少年以好故事为榜

样，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在

鲜活的故事中传承科学家精神。

活动现场，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

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和北京“科

学家故事众创空间”的同学们共同带来

了情景表演《科学逐梦·众创同心》。表

演中，戚发轫对同学们讲起了我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故事。

“我那时负责完善地面试验方案，研

发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要做低温试验，

只能夏天穿着大棉袄在冷库里进行，脚

上还穿着塑料凉鞋。你们现在条件好

了，我希望你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继

续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回

忆起那时的情景，如今满头白发的戚发

轫仍然感慨万千。他希望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讲好科学家故事，将故事中蕴含的

科学家精神传递给更多青少年。

传承不止于此。活动现场，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7 部门联合发布

了 2023 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认定

名单，147 家单位入选。加上去年 5 月

首批发布的 140 家，我国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总数达 287 家，已覆盖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初

步形成了“以点带面，辐射全域”的体系

格局。

（下转第二版）

让科学家精神照亮科技强国新征程
——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举行

据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消

息，北京时间 5 月 30 日 9 时 31 分，搭载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

十六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

火发射，约 10 分钟后，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

成功。

16 时 29 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6.5小时。

18 时 22 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五

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

道而来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入驻

“天宫”。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了

解到，这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首艘载人飞船的交会对接任务，也是空

间站三舱“T”字构型下实施的首次径

向交会对接任务。相较于空间站建造

阶段神舟十三号、十四号实施的径向交

会对接，神舟十六号交会对接任务难度

更大，这对该院 502 所自主研发的我国

空间交会对接 GNC（制导导航与控制）

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

难点一：组合体质量更大

随着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

及神舟载人飞船、天舟货运飞船等舱

段和飞船相继加入，空间站组合体的

尺寸、质量、惯量、重心位置等影响姿

态控制的核心要素，与核心舱单舱相

比变化较大，部分参数甚至存在跨数

量级的增长。

此前神舟十四号径向停靠空间站，

飞船的对接目标为 47 吨级；此次神舟

十六号将首次在空间站有人驻留情况

下，与 90 吨级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径

向对接。为此，对接机构面临着与多构

型、大吨位、大偏心对接目标的捕获、缓

冲、刚性连接等全新挑战。

飞船交会对接特别是近距离对接

时，采用的是相对姿态位置控制方法，

空间站运动特性的变化将直接影响飞

船交会对接控制过程。

虽然神舟十五号已经成功完成空

间站“T”字构型的交会对接任务，但其

对接的位置为空间站前向对接口。由

于空间站在不同方向上运动特性有所

区别，神舟十六号进行的径向对接，需

要 GNC系统依靠自身的能力克服上述

变化带来的影响。

（下转第二版）

神十六实现技术突破成功抵达空间站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