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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记者 刘夏村）国务院安委

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于 6日召开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紧急视频会议。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

党委书记黄明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煤矿重大事故教

训，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举一反三抓好

其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确保岁末年初安全形势

稳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

定，事故总量明显下降，但较大事故自 4 月份以来连续

8 个月上升，尤其是近期煤矿重大事故连续发生，反映

出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在抓落实上存在很大差距。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把煤矿安全作为安全生产

的重中之重，坚决采取果断措施，有力有效遏制煤矿重

特大事故。年底前后历来是各类事故多发易发期，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紧紧扭住防范重大风险、遏

制重特大事故这个“牛鼻子”，举一反三抓好其他重点

行业领域风险防控，坚决打赢岁末年初安全防范这场

硬仗。

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抓紧抓实危化品安全，深化

硝酸铵等爆炸性危化品专项检查问题整改，重视危化

品企业搬迁改造涉及的风险，强化旺季烟花爆竹安全

管控，严防各类事故；抓紧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突出抓

好危化品运输安全，严防连环相撞造成群死群伤；抓

紧抓实水上交通和渔船安全，进一步提高安全技防水

平，提升事故预防实效；抓紧抓实消防安全工作，全面

深入开展冬季火灾防控，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抓

紧抓实建筑安全，加强高速公路、高铁地铁、桥梁隧

道、水库电厂等工程建筑安全监管，深化村镇建筑安

全整治，科学合理安排工期，坚决防止抢工期、赶进度

引发事故。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

航天局获悉，12 月

6 日 5 时 42 分 ，嫦

娥 五 号 上 升 器 成

功 与 轨 道 器 返 回

器 组 合 体 交 会 对

接，并于 6 时 12 分

将 月 球 样 品 容 器

安 全 转 移 至 返 回

器 中 。 这 是 我 国

航 天 器 首 次 实 现

月 球 轨 道 交 会 对

接。

专 家 介 绍 ，从

上 升 器 进 入 环 月

飞行轨道开始，通

过 远 程 导 引 和 近

程自主控制，轨道

器 返 回 器 组 合 体

逐步靠近上升器，

以 抱 爪 的 方 式 捕

获上升器，完成交

会对接。

后 续 ，嫦 娥 五

号 轨 道 器 返 回 器

组 合 体 将 与 上 升

器分离，择机返回

地球。

（上接第一版）

2016 年开始，在电商优惠政策的推

动下，进驻西藏的电商和物流企业迅速

增多，拉萨航龙物流有限公司就是其中

一家。该公司于 2013 年投资 2.67 亿元

建设，集散中心内配备了拉萨独有的两

条综合物资铁路专用线，能同时容纳 66

个车皮进行装卸作业，可实现西藏区内

大 宗 物 资 高 效 互 通 。 交 易 中 心 拥 有

38000 平方米的大型露天堆场，可同时

堆放 40 万吨基建物资。铁路专用线直

通各地市大宗物资仓储集散中心，以一

体化程度最高的服务模式提升输送能

力，支撑区域间贸易流通，为客户实现

降本增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促进现代商

贸物流业线上线下有机结合，打造集仓

储、集散、配送、信息等功能于一体，立足

拉萨、服务西藏、辐射南亚的综合物流中

枢，形成物流通道、物流园区、批发市场

有机衔接、相互贯通，物流企业信息共

享、模式创新的产业链条，全力构筑商贸

物流业发展新格局。”堆龙德庆区区委常

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赵岩说。

双线串联，高质量发展全
域旅游

今年 8 月，楚布沟里绿草成片、牛羊

肥壮，流水潺潺，前来观看堆龙德庆区

第六届楚布沟山地自行车竞速赛的“网

红 ”张 彬 不 时 与 直 播 间 的 观 众 进 行 互

动，将象雄美朵、德吉藏家、楚布沟、药

王谷等堆龙德庆区精品旅游资源和“一

元游堆龙”旅游专线介绍给广大网友。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表示，一定要

来堆龙德庆区体验一下。

“一元游堆龙”活动于 2018 年 6月开

始宣传推介，并于 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

两年开展旅游专线推广活动，目的在于

打响堆龙德庆区冬季旅游品牌，推动堆

龙德庆区旅游全域全时发展。近年来，

堆龙德庆区积极融入拉萨旅游大环线建

设，通过打造乡村和城市旅游环线，双线

串联、整合旅游资源，促进商业文化、工

业文化、田园文化、红色文化互动互补，

形成一条从生态观光、自然探索、运动体

验、文化传承到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的完

整体系，全力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助推堆龙德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赵岩表示，“十四五”时期，堆龙德

庆区将积极壮大以文旅体育产业在内

的现代优势服务业，不断优化高原特色

现代农业、高原生物产业、文旅体育产

业、高原医康养产业与净土健康产业融

合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数字经济带动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体系。

以文化为核，以产业为基，堆龙德

庆区以近郊休闲游、医康养体游和象雄

古文化游为主导，三线贯穿全域文旅体

资源，充分挖掘和提升区内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的经济文化价值，并积极融入

国际旅游城市建设的大格局，探索线上

3D 实景体验游，构建“服务全域、多级联

动、共建多赢”的智慧旅游云，推动旅游

与传统文化、体育事业融合发展。

同时，堆龙德庆区还通过文化与旅

游红色资源、遗产旅游相结合，建成一

站式户外运动休闲体验基地，建成民族

团结主题公园，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形

成一条以“弘扬红色文化”为目的的民

族团结主题长廊，推动新时代我区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工作创新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增强
经济创新活力

近年来，堆龙德庆区践行新发展理

念，深入实施产业强区，以科技创新催

生新发展动能，注重优势要素与其他产

业优势要素的相互融合，建立数字化服

务体系，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新型

建筑建材、高原特色食品加工、光伏能

源等特色工业加快培育，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有效实施，有力推动工业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实

体经济的优化配置和聚集。

“十四五”时期，堆龙德庆区将大力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5G 基

站建设，打造地理信息、医疗信息、养老

信息公共管理平台，奠定数字经济的发

展基础，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互

联 网 发 展 ，增 强 经 济 运 行 体 系 的 稳 健

性。围绕工业园区重点制造企业，推动

智能制造云服务平台、信息安全系统等

在 制 造 业 的 集 成 应 用 ，利 用 智 能 化 技

术，全面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形成

更强大的创新活力，成为地区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

正在建设中的西藏领峰智慧物流

园 区 以“智 能 管 理、无 车 承 运（网 络 货

运）、供应链金融”为运营基础，通过 5G、

AI、无人化设备等新技术体系的赋能，

构建现代智慧物流园区，推动大宗商品

物流运输与管理的标准化、智能化、自

动化。园区建成后，估计年货物吞吐量

将达到 1100 万吨，占拉萨市总吞吐量的

45%。

“‘十四五’期间，堆龙德庆区将立

足‘首府城市副中心’战略定位，加快构

建具有堆龙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

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建设陆港物流枢

纽，打造现代流通体系，在全区范围内

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和

内外联通，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

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效率更高的现

代流通体系，并在全区物流网络中发挥

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作用。”

赵岩说。

（上接第一版）

“做一名雪域高原铁路
的探路者”

早在 2009 年，净文常就开始主管

西藏境内的铁路勘察设计项目，并任

主管总工程师。

上 任 伊 始 ，净 文 常 面 临 的 第 一

个 考 验 就 是 青 藏 铁 路 的 第 一 条 延

伸线——拉日铁路。

铁路线路方案的选择，从根本上

决定了整个工程的可行性、经济性和

可靠性。

拉日铁路是我国第一条穿越高地

热区的铁路，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技术

和经验可借鉴。这意味着该铁路工程

地质难题世界罕见。

怎么办？除了钻研，别无他法。

“只有深入实地，踏踏实实用脚

步丈量，才能掌握实实在在的数据。

数据准确，选线的基础就扎实了！”净

文常说。

翻越海拔 4500 米的仁布雪山、走

遍羊卓雍错周边的沟沟坎坎、走访年

楚河两岸的各个村落、不厌其烦穿梭

雅鲁藏布江峡谷……为了选择一条

最佳的拉日铁路线路方案，净文常没

有停下脚步。

后来，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拉日

铁路选定雅鲁藏布江方案。此方案，

为国家节约投资 8891万元。

净文常团队首创高地热峡谷区

“空间控制法”选线技术，首创高海拔

内燃牵引条件下的特长隧道运营通

风技术。一个又一个“首创”让净文

常团队一举攻克了拉日铁路建设过

程中面临的“地热温度最高、内燃机

车牵引隧道最长、高海拔风沙治理”

这三项世界性难题。

2014 年 8 月 ，拉 日 铁 路 胜 利 通

车。至今，铁路经历了高地温、长隧

道、风沙和地震重重考验，依然运营

正常。净文常团队这一具有原创性

的科技成果被业内人士一致评为“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净文常不仅亲自指导西藏铁路

设计建设，还为西藏铁路建设“谋篇

布局”。他先后主持参与编制完成了

西藏“十二五”“十三五”铁路建设规

划；参与了川藏线、新藏线、西宁玉树

昌都等西藏对外联系主干铁路的方

案研究工作；主持参与完成了西藏面

向境外的中尼铁路、中印铁路、中巴

铁路的方案研究工作……

“没有大家，何来小家”

作为一名铁路技术人员，净文常

是优秀的，但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净

文常是“不合格的”。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需要人

照顾，他却经常不在家；妻子怀孕期

间，他只和妻子见过三次；孩子还没

满月时，他便匆匆离家……

有 一 次 ，孩 子 不 小 心 抓 倒 了 刚

从 饭 煲 里 舀 出 的 面 汤 ，小 手 被 烫 得

红 肿 。 孩 子 住 院 一 周 后 ，净 文 常 才

从 高 原 回 到 西 安 ，看 到 孩 子 换 药 时

留 下 的 创 伤 ，这 位“ 战 天 斗 地 ”的 男

儿 再 也 忍 不 住 了 ，抱 着 孩 子 默 默 流

泪 。 至 今 ，孩 子 的 手 臂 还 留 有 一 块

疤痕。

然而，孩子还没出院，净文常就

出发了。

在儿子不足 10 岁的时候，净文常

接到海外项目命令，远赴非洲尼日利

亚开展铁路项目工作。

临走时，他专门回家乡包了一把

故乡土，与家人告别。这一去，就是

两年，期间他只同家人见过两次面。

在净文常的钱包里，一直夹着一张黑

白照，那是 1992 年他们夫妻俩拍的一

张合影照。常年工作在外，想家了，

就拿出来看一眼。

对于母亲、妻子和孩子，净文常

在很多时候都是缺席的。但是在青

藏铁路、拉日铁路等工地上，青山作

证，他没有缺位。

因为常年在高原一线往返奔波，

净 文 常 的 健 康 也 出 了 问 题 ，40 多 岁

时，他就患上了高血压。同事们说：

“每当需要他时，他总默默揣起药丸

就出发了。”

“没有大家，何来小家。”净文常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是他不怕

自 我 牺 牲 、敢 于 砥 砺 前 行 的“ 原 动

力”。

如今，已经 55 岁的净文常依然奔

波着，那群穿梭在崇山峻岭、山川沟

壑的人们的身影，成为雪域高原铁路

建设过程中最美的风景。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高原铁路的寻“线”人

祁连山畔，千里冰封。迎着寒风，记者来到甘肃

省金昌市永昌县赵家庄村，听闻村里南山滩上，有个

养殖小区蹚出一条致富路：52 户养殖户户均收入超过

10万元，还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南山滩原本是个戈壁荒滩。过去，沿着杂草间生

的崎岖道路来到这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川碎石大如

斗，风吹满地石乱走”的景象。如今，这里的养殖场房

鳞次栉比，通行道路整齐划一。

清晨的寂静，被湖羊进食声打破。52 岁的徐正文

将玉米等辅料混入粉碎的草料中，正沿着食槽缓缓给

湖羊喂食。

问及脱贫致富的经历，徐正文放下手中的塑料

桶，慢慢低下头。他 18 岁时，父亲便离世，原本贫困的

家庭雪上加霜。他挑起家庭重担，可家中 6 亩地，广种

薄收，“吃了没种子，留了种子没吃的”。

苦难更加坚定了徐正文改变命运的想法。

县城工地背沙袋出苦力，仅能糊口；买拖拉机运

沙，活多时才能攒下些钱；帮企业收购酿酒大麦，市场

火 爆 时 收 入 稳 定 ；种 植 蘑 菇 ，附 加 值 高 但 销 路 不 畅

……徐正文闯荡 30 多年，发现只有产业稳定，收入才

能稳定。

“过去大家都种地，人均 2.7 亩地，亩均产值 500 元

左右，日子咋能不苦？”村党总支书记杨永俊说，村里

将近一半地方没有机井，灌溉很难。2010 年前后，村

里下定决心“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推动牛羊养

殖、高原夏菜种植、农家乐三大产业同步发展。

在外漂泊的徐正文，看到家乡的产业稳定了，便

返乡当起“羊倌”。如今，他们一家在南山滩养殖小区

里找到幸福出路，他的年收入有 5 万多元，母亲安康，

妻子贤惠，儿子今年刚刚通过专升本考试……

“啥价呀，要多少？我牛还小，元月份才能卖，我先帮你问问。”不远处，传来

村民严进有的声音。60 岁的严进有不仅是黑牦牛养殖大户，年收入 20 多万元，

还是远近闻名的“消息通”——哪里牛犊便宜，哪里牛卖得贵，他都知道。

随即，严进有便在微信“赵家庄养殖群”里发布客商采购信息。过去，严进

有总在村里等客商收购，因为卖活牛省事。一次出门销售，他才发现屠宰卖肉

更划算：活牛卖 32 元每公斤，屠宰后牛肉卖 30 元每市斤，一头 300 公斤的牛能出

340多市斤肉，能多赚不少钱。

严进有发现，价格信息、进货及销售渠道对于产业增收意义重大。家里的

客厅也被他布置成“聚义厅”，供附近养殖户随时讨论饲料、价格、防疫等情况，

共享各自资源信息。如今，微信群成了新的“聚义厅”。通过信息共享、协同发

展，村里的牛羊肉远销青海、宁夏等省区。

记者打算离开南山滩时，又遇见大学生“牛倌”黄培旭。他刚从永昌县城卖

牦牛回来。29 岁的黄培旭，大学毕业后在西北一家化工厂上班，后来返乡创业，

也在这里扎下根来。

起初，周边人都不太理解，在城里就业多好，为啥回来？黄培旭说，刚开始

自己也不想干，听从家人的劝说回到家乡，干着干着就有了兴趣，有了用武之

地。

现在，黄培旭不仅自己养牛，还向周边农户普及防疫知识。从父母手中接

过“接力棒”后，黄培旭每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我每年能比父母养牛时多赚 3 万

多元。”他说。

夜色渐起，记者离开南山滩，返程路上，思绪万千：脱贫致富的道路不尽相

同，但产业兴旺的道路，大致都离不开政府引领铺就产业路、农户共建共享信息

路、青年返乡接力超越路。

（新华社兰州12月 6日电）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

深刻吸取煤矿重大事故教训 确保岁末年初安全形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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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6日，航天科技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监测嫦娥五号上升器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情况。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12 月 6 日凌晨，嫦娥五号上升器成

功与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

将 月 球 样 品 容 器 安 全 转 移 至 返 回 器

中。这是我国航天器首次实现月球轨

道交会对接。其中，通过远程导引和近

程自主控制，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逐步

靠 近 上 升 器 ，以 抱 爪 的 方 式 捕 获 上 升

器，完成交会对接。那么，什么是“抱爪

方式”？此次交会对接又有哪些看点？

设计理念世界首创

“抱爪机构具有重量轻、捕获可靠、

结构简单、对接精度高等优点。因此，

我们在嫦娥五号上采用了抱爪式对接

机构，通过增加连杆棘爪式转移机构，

实现了对接与自动转移功能的一体化，

这些设计理念都是世界首创。”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

指挥张玉花说。

“所谓的抱爪，形象地说，就像我们

手握棍子的动作，两个方向一用力，就

可以把棍子牢牢地握在手中。”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号轨道器技术

副总负责人胡震宇介绍，探测器采用的

对接机构就是由 3 套 K 形抱爪构成的，

当上升器靠近时，只要对准连接面上的

3 根连杆，将抱爪收紧，就可以实现两器

的紧密连接。

捕 获 、收 拢 、转 移 ，看 似 简 单 的 过

程，但在 38 万公里之外高速运行的飞行

器上实现却没有那么简单。

“对接助手”可靠给力

此次，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5

所研制的嫦娥五号交会对接微波雷达，

作为中远距离测量的“助手”，成功引导

完成了嫦娥五号的交会对接任务。

微波雷达是一组成对产品，由雷达

主机和应答机组成，分别安装在嫦娥五

号的轨道器和上升器上。当轨道器、上

升器相距约 100 公里时，微波雷达开始

工作，不断为导航控制分系统提供两航

天器之间的相对运动参数，并进行双向

通信，两航天器根据雷达信号调整飞行

姿态，直至轨道器上的对接机构捕获、

锁定上升器。随后，上升器中的月壤样

品转移至返回器中。

交会对接微波雷达总工程师孙武

介绍，此前的任务中，我国航天器在近

地轨道进行过多次交会对接，都应用了

该微波雷达，优异的表现证明，我国已

经成功掌握交会对接技术。但不同的

是，这次交会对接是在 38 万公里之外的

月球轨道，难度更大。

嫦娥五号的轨道器和上升器交会

对接，是体量相差巨大的“大追小”复杂

受力过程，需要微波雷达的测角精度更

高。微波雷达项目主任设计师贺中琴

介绍，微波雷达主要作用在 100 公里到

20 米的中远程范围，精度的提高大幅提

升了精准对接的胜算。

此外，装有对接用应答机的上升器

在落月时难免形成扬尘，这些肉眼不可

见的干扰将会严重影响测角精度。

为确保安全度过月球之旅，设计师

们在应答机上安装了特殊材料制成的

防尘罩，“就像戴上了护目镜，嫦娥的

‘千里眼’就不会变成近视眼。”25 所设

计师纪博说。

减轻每一克重量都意义重大

事实上，25 所研制团队为这次交会

对 接 打 造 的 微 波 雷 达 ，不 仅 是“ 千 里

眼”，更是“顺风耳”，升级后的它更小

巧、更强大、更可靠。

微波雷达在保证交会对接测量“本职

工作”的同时，还开发了航天器之间双向

空空通信的“第二职业”，从雷达与应答机

之间“一问一答”的传输方式，升级至轨道

器与上升器之间的“沟通对话”，实现了遥

控指令和遥测参数的双向传输。

同时，在此前交会对接微波雷达已

经实现减重一半的基础上，这次又进一

步开展了轻量化改进。“每一克重量的

减轻，对嫦娥五号任务的意义都是重大

的。”孙武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6日电）

完 美 的“ 拥 抱 ”
——揭秘嫦娥五号交会对接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胡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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