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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丰 静）4 月 24 日 ，在

2023 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上，总投资 106 亿元的合肥市空天信息产业

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国电高科天启合肥

总部基地项目、太空星际 InSAR 卫星星座

项目、空天微波载荷研发产业化总部基地

项目、中科星图气象生态全国民用总部项

目等 9 个来自北京、上海等国内头部企业项

目落户合肥高新区。

2021 年 8 月，我省召开推进合肥市空天

信息产业发展专题会议，标志着我省拉开

了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时代大幕。在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合肥市瞄准战新

产业“新赛道”，抢抓发展新机遇，通过建立

一个工作专班、一项产业专项规划等“八个

一”推进机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快速集

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

项目。

据 统 计 ，2021 年 以 来 ，合 肥 市 共 签 约

空天信息类项目 31 个，协议投资额超 200

亿元，汇聚空天信息产业关联企业、创新

平台近 70 家。航天宏图、银河航天、恩斯

迈、零重力、北航天宇等一批龙头企业相

继落地、运营。合肥市初步形成航天产品

设计、制造、集成、测试、试验及信息服务

的全线能力。

中科星图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数字地球

产品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于 2021 年 11 月

落户合肥，随后，旗下智慧遥感、卫星测控、

数字地球、北斗伏羲等相关主体在肥“连落

四子”，2022 年实现销售收入约 2.52 亿元。

今年 2 月，中科星图子公司星图测控正式挂

牌新三板，成为国内首家空天信息及商业

航天领域新三板挂牌公众公司。

“合肥市对空天信息产业的重视，为我

们企业做大做强创造了良好环境。”中科星

图维天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在

集团公司推动下，星图维天信落户合肥，建

设中科星图气象生态全国民用总部项目。

“未来，我们将以空天信息龙头企业为

抓手，引导下游应用龙头集聚发展，全力推

动星座体系建立，重点招引卫星地面设备、

测运控系统相关项目，同时，在卫星、火箭、

航空材料、芯片制造，终端设备等领域强化

布局。”合肥市投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

照合肥“产业生态”模式，合肥市将进一步

做大空天信息产业规模，做强空天信息产

业综合竞争力。

合肥逐梦

“中国星城”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如今，每当我仰望星空，内心都无比激动。因为我知

道，有一座我们亲手建造的‘太空之家’正遨游苍穹。”航天员

刘洋说。

4月 24 日下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校区大礼堂，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

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与时代同行 与梦想同行”主题航天科普

课，分享了她的“飞天故事”。

刘洋经历了严格训练和重重选拔之后，和两位战友共同

执行神舟九号任务，代表中国女性首次进入太空。2022 年，

她作为神舟十四号乘组成员，和战友再次进入太空。

回想当年加入航天队的情形，刘洋坦言：“记不得有多少

个夜晚，我‘搬着’自己的双腿上楼，再把双腿‘搬到’床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半后，我的体育成绩项项全优。”

航天员的日常训练极其辛苦，刘洋感慨，上万条程序指

令都需要精确到秒，任何一个细微之处一旦出错，后果将不

堪设想。要想做到准确无误，精准到秒，只有训练训练再训

练，重复重复再重复，精心精心再精心。

刘洋和同学们分享了执行航天任务时拍的照片，讲述了

自己从太空凝望地球时的感受。当翱翔太空的那一刻，她无

法用语言来形容眼前的震撼美景，“从 340 公里的地方遥看地

球，地球在茫茫的宇宙中显得那么瑰丽耀眼……”

课程接近尾声，刘洋将曾经写在自己日记本上的一句话

送给同学们：“向前一步，向前一步，勇敢地向前一步，纵令失

败也要努力地向前突破！”

上一堂“梦想的力量”科普课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4 月 24 日下午，合肥市第六中学百辰会堂里气氛高涨，

掌声雷动。

当日，作为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主场重要活动——“中

国航天公益形象大使”进校园活动举行。中国航天公益形象

大使、最美太空教师王亚平走进合肥六中，围绕“太空梦想之

旅”，与近 1000 名师生代表分享航天相关故事。

在讲座中，王亚平回忆了自己经过刻苦学习和辛勤训

练，一步步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成长经历。她向同学们介绍

了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情况，并揭秘了在空间站失重环境下奇

妙的生活日常。作为太空教师，王亚平带领大家回顾了自己

的三次太空授课过程，分享了太空授课背后的感悟。精彩的

讲座，赢得学生们响亮而持久的掌声。

王亚平还和同学们热情互动，随机提问了相关航天问

题。讲座结束后，3 名学生代表分别向王亚平提问了自己感

兴趣的航天问题。结合自己担任航天员的经历，王亚平一一

回答了大家的提问，并给同学们赠送了纪念品。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空地差异，王亚平带领同学们现场完

成了“冰球实验”，她亲切地鼓励同学们，“要勇于坚持梦想，

摘取属于自己的那颗‘最闪亮的星’”。

王亚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中

国首位“太空教师”，曾先后在“天宫一号”和“天宫空间站”

进行三次太空授课。此外，王亚平还是中国首位进驻空间

站、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曾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先后荣获三级、二级航天

功勋奖章。

摘取属于自己“最闪亮的星”

本报讯（记者 丰静）4 月 24 日上午，深空探测全国重

点实验室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空探测学院”共同举行

了挂牌仪式。

据了解，深空探测实验室是由国家航天局、安徽省人

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方于 2022 年共建。作为我

国首个深空探测领域的实验室，深空探测实验室围绕深空

探测领域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和国际大科学计划，积极开展

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研究，成为实现科学、技术、工程融

合发展的新型科技研发机构。经过近一年发展，今年 1 月

深空探测实验室获批深空探测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

为深化科教融合，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围绕深空探测未来发展及人才培养

需求，联合深空探测实验室论证组建了深空探测学院。借

此次“中国航天日”活动，该学院面向全球招引高层次领军

人才参与学院建设。

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
中国科大“深空探测学院”同时揭牌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航天的征途有多远，文艺的舞台就有

多大，远方有多远，由梦想来丈量，用科技来

表达，希望分享更多跨界融合的智慧与火

花。”在 4 月 24 日下午举办的中国航天文化

艺术论坛上，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主

任张涛这样倡议。

围绕“融合共享 文化赋能”的主题，来

自国家航天局、外文局、文旅部、中国科协等

航天新闻宣传科普文化相关主管部门的负

责人，以及航天员代表、文化大家、国际传播

专家等分别作主题演讲，聚焦文艺、文旅、文

创互促共进，通过沟通对话，碰撞思想火花，

凝聚发展共识。

中国航天员陈冬也来到论坛现场。他

回顾了自己从地球到太空的“梦想之旅”。

“当我第三次出舱活动，站在大小机械臂上

看到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空间站在

地球背景墙的衬托下，潇洒自由翱翔，这个

画面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陈冬说，中国航天

人的小梦想汇聚成中国航天大梦想，自己将

继续努力，致力成为中国航天文化的传递

者、弘扬者和推动者。

如何以航天精神滋养航天科学文化？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副部长宋玉荣认为，要

深入研究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载人航天精

神、航天科学文化的关系。航天科学文化根

植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历

史进程当中。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

研究院副院长孙敬鑫对此表示认同。他认

为，“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北斗和探月，这

些精神层面的关键词，构成了我国航天文化

独有的精神标识，需要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

不断地具体化。

“ 火 箭 与 交 响 同 框 ，那 是 中 国 式 的 浪

漫 ！ 实 际 上 也 是 一 种 文 化 和 旅 游 的 新 场

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马力

所描述的“新场景”，是西安交响乐团在文

昌发射现场演出交响音乐会。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场建成使用后，“到文昌探索火箭”

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特色。近年来，航天

系统多家单位的旧址入选了工业遗产和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航天遗

产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筚路

蓝 缕 的 发 展 历 程 。 马 力 认

为 ，航 天 文 旅 产 业 ，有 利

于更好发挥航天文化的

产业价值。

“ 艺 术 与 科 学 ，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总结航天科学与文化

艺术的关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鲁晓波说，任何一个技术

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一例外都伴随着人文创

新的交流，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互动是推动

人类创新和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科学院

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同样认为，

应该促进科学和艺术融合，各美其美、美美

与 共 。 航 天 文 化 热 引 发 了 社 会 的 广 泛 关

注。我们需要配备更多的航天展馆、展品，

创作更多的优秀航天科普作品、优秀影视

剧。丰富的航天科技资源，将为航天科普发

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次论坛由国家航天局指导，国家航天

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亚

太空间合作组织、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

中心协办。在随后进行的对话沙龙上，航天

文化艺术跨界合作代表也进行了精彩的交流

研讨。璀璨星光照亮

万 家 灯 火 ，航 天 界

与 文 化 艺 术 界 携

手合作，将在跨

界融合中共筑

梦 想 、共 同

繁荣。

让科学与文化汇合于苍穹让科学与文化汇合于苍穹

本报讯（记者 朱卓）4月 25日，记者从 2023空天信息产
业与商业航天发展研讨会上获悉，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
平台科研版发布，该平台由国家航天局会同有关单位共同打
造，进一步降低了遥感应用门槛，实现从数据服务到技术服
务的升级。国家航天局为 16家第二批国家平台应用试点单
位进行授牌，其中，位于我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滁州学院
2家单位入选。

本次论坛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
据中心、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
办。新上线的平台科研版主要面向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等科研类用户，在去年发布的国家遥感数据
与应用服务平台公众版基础上，针对遥感应用研究，提供海
量的遥感数据、丰富的算法工具、充沛的计算资源，形成便捷
接入的“云”科研环境，打造协同高效的科研生态链。平台推
出观测需求统筹、共性产品定制等7大服务功能，推动卫星遥
感应用高质量发展。

此外，为打造平台技术可持续发展新阵地，本次论坛还启
动了首届“高分对地观测应用技术创新大赛”，并将基于平台持
续举办，以赛促用、赛用融合，促进自主创新技术能力提升。

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科
研版发布

我省2家单位入选应用试点

本报讯（通讯员 宋皓薇 记者 丰静）4月 24日，2023年
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在合肥滨湖会展中心举办，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部长王巍在主
论坛上发布了2023年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

2023年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包括：极低轨道
多源动力学耦合效应和演化机理、长期地外生存中的药物干
预机理、地外天体表面电站用超小型反应堆能源技术、轨道
工厂构建及运行技术、空间站脑网络长期在轨实时监测及调
控技术、重复使用运载器动力系统健康监测及寿命评估技
术、2500摄氏度以上超高温环境下的热承载材料技术、计算
光学高维遥感突破航天光学遥感探测极限、基于核动力的载
人火星快速往返技术、基于深度学习的航天器在轨飞行遥测
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这是继 2020年、2021年、2022年发布宇航领域科学问
题和技术难题以来的第四次发布活动。此前所发布的项目
对宇航领域的学术方向和研判趋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相关
研究课题得到上级单位的高度关注并助推其科研立项与实
施，对于前瞻谋划并布局航天前沿科技领域和方向、打造原
创技术策源地、推进航天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23年宇航领域

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发布

本报讯（记者 丰静 通讯员 戚铁磊）4 月 24 日上午，

计划搭载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发射的两颗鹊桥通导技术

试验卫星分别被正式命名为“天都一号”“天都二号”。

鹊桥二号中继星计划于 2024年发射，作为探月工程四

期公共中继星平台，将为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

娥八号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天都一号”“天都二号”卫星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牵头研制，重量分别为 61千克和 15千克，

拟于 2024年与鹊桥二号中继星任务发射，采用星地激光测

距、星间微波测距方式开展环月轨道高精度定轨等技术验

证，为未来鹊桥通导遥星座系统论证实施提供设计参考。

此次命名“天都一号”“天都二号”，源自我省黄山主峰

“天都峰”，寓意中国深空探测事业扎根江淮大地，不断向

更高更远的深空迈进。

“天都一号”“天都二号”卫星来了

命名源自黄山主峰“天都峰”

王亚平向师生讲述自己坚持梦想、探索宇宙的故事和感悟。

刘洋分享飞天梦想与成长的故事。

观众体验航天游戏。

◀ 韩再芬现场演绎黄梅戏《飞天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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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晋文婧）4 月 24 日，“中国航天日”主题展

在合肥市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主展馆举行，展览将持续到 5

月 3 日。

此次展览以“走向世界的中国航天”为主题，展区共计

8000 平方米，其中 3000 平方米为科普展览展区。科普展览结

合国家航天局成立 30 周年和本届航天日主题，分四个板块全

方位、多场景展示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其中，第

一板块主要以模型、图片形式，重点展示国家航天局自成立

以来，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精彩瞬间；第二、第三、第四板块，从

空间技术、空间科学、空间应用三个角度，以模型、互动体验

为主，依托重点工程、技术研究、成果应用等勾勒出航天事业

全景及近年来取得的成果。

另外 5000 平方米，主要展示航天科技引领产业融合发展

成果，以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等大型央企及下属科

研院所为代表，展现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航天企业发

挥的重要作用。

科普系列展讲述精彩航天故事

▲ 观众参观空间生物技术与应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