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典型”科学家勇闯
文理交叉“无人区”

蒯曙光领衔团队探索将心理
学经典理论量化为数据模型，推
动更多“从0到 ”原始创新

奥运前最重要考试，
国乒交出满分成绩单

 刊第六版

今日导读

2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0002国内邮发代号 3-3 国外发行代号 D123 文汇网：www.whb.cn 微信公众号：文汇报 （ID:wenhuidaily)微博：@文汇报 客户端：文汇

2023年5月 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四月大十一 四月十九 芒种

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 温度:最低24℃ 最高34℃-35℃ 南到东
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 温度:最低24℃ 最高30℃ 偏北风3-4级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文汇报社出版 第27609号
今日8版

据新华社酒泉5月28日电 （李
国利 奉青玲）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
任务28日上午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区

合练和全系统气密性检查。目前，

火箭、飞船及发射场各系统状态良

好，已完成火箭加注前的一切准备

工作。

“神舟十六号船箭组合体转运到

发射区之后，我们按计划完成了飞船

和火箭功能检查、匹配检查和火箭系

统总检查测试，组织了全系统发射演

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部门高级

工程师贺鹏举说。

针对春夏季戈壁滩多风沙的实

际，发射场提早应对。他们对塔架上

每一层平台都加装了密封设置，防止

风沙进入火箭封闭区。针对任务前发

射场可能有雨的情况，他们提早对塔

架进行了防水处置和射前状态检查，

用吸水棉等封堵塔上的缝隙、孔洞，做

好防沙防雨各项准备。

“目前，发射场系统已经做好了发射

前的各项准备，后续我们将精心准备、精

心组织、精心实施，以严慎细实、精益求

精的态度抓状态确认、抓过程控制、抓节

点把关，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

发射工作，确保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

务圆满成功。”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零号指挥员、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部

门主任吴华说。

已完成火箭加注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神舟十六号进行最后一次全区合练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
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科技

自立自强》，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

近平同志关于科技自立自

强的重要文稿50篇，其中

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

盛之基、安全之要。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

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全面谋划科技创新

工作，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

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壮大，重大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习

近平同志围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足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

潮流，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

地位，系统阐述了推进我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目标、重点

任务、重大举措和基本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新要求，对于我们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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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10时32分，中国东方航空使

用中国商飞全球首架交付的C919大型客

机，执行MU9191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

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启这一机型

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12时31分，机长

赵宏兵驾驶该航班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

客舱里瞬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该航班标志着C919的“研发、制造、取

证、投运”全面贯通，中国民航商业运营国

产大飞机正式起步，中国大飞机的“空中体

验”正式走向广大消费者。

高质量运营C   飞好新航程

当天，近130名首航旅客“抢鲜”体验

了东航C919带来的空中之旅。旅客黄先

生是东航的常旅客。“有幸成为国产大飞机

的第一批旅客见证历史，我感到无比自豪、

激动、兴奋。”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现场，一位特殊的旅客频频拿出手

机，记录难忘时刻。他便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光辉。他

说：“C919正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

够为旅客带来平安舒适的旅程，为航空公

司飞出经济效益。”

据介绍，在中国民航局的指导下，东航

此前已组织完成了该机型的验证试飞和全

旅客运行验证等工作，完成了投入航班商

业运行前的各项准备，各环节保障能力满

足实际商业航班运行要求。民航局对验证

结果进行审定和检查，确认东航具备安全

运行C919飞机能力，于近期颁发了相应的

运行批准，批准C919飞机开展商业运行。

东航专门成立了C919飞行部、C919

客舱部，设立了C919签派放行席位、专职

工程管理岗位、国产飞机维修管理中心等

专业部门，储备了相关专业人员，积累了全

系统的安全运行和服务保障经验。

“民机制造业是国家科技和工业实力

的象征。”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陈

海昕表示，C919商业运营的意义重大，关

乎这款机型的技术水平、技术状态和技术

信心。 ▼ 下转第三版

标志着国产大飞机“研发、制造、取证、投运”全面贯通，商业运营正式起步

C   圆满完成商业航班首飞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讯 昨天上午，C919大型客机商业

运营首航仪式在虹桥国际机场举行，标志着

国产大飞机正式走向广大消费者。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在致辞中向

参与C919大型客机项目研制、试飞、审定、运

营、保障的各单位和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

意！他说，发展国产大飞机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

梦想、人民期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下，各单位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成绩来之不易。此次首航标志着

历经16年的研制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是中国

航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行。展望

未来，我国大飞机事业任重而道远，加快规模

化、系列化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继

续发扬“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

奉献”的优良作风，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把确保安全运营与加强服务保障摆在更重要位

置，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奋力谱写中国大飞机事业发展新篇章。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在致辞中说，习

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国产大飞机事业的发

展，殷切期望国产大飞机“笑傲蓝天、展翅飞

翔”。C919大型客机正式商业运营，开启了上

海航空工业市场化、产业化的新征程。

▼ 下转第三版

C   大型客机商业运营首航仪式在虹桥国际机场举行
金壮龙龚正宋志勇致辞 陆东福出席

上海着力打造世界一流航空产业集群
昨天上午，C919首个商业航班东航MU9191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逐梦蓝天，上海航空工业市场化产业化开启新征程

■聚焦做交叉研究的青年科学家

 习近平同志《论
科技自立自强》主要篇
目介绍刊第三版

培育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用党的创新

理论为青年凝心铸魂。最近，上海大学党委

书记成旦红为师生上了一堂“把握新思想的

时代伟力”主题教育专题党课。他结合主题

教育的学习体会，用早期上海大学的三个故

事阐述师生对革命真理孜孜以求的追寻，勉励

教育广大学子赓续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做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忠实学习

者、忠实传播者、忠实践行者。

持续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上海大学党

委积极推动党员群众学深学实，坚持以党内教

育引导和带动全体师生的学习。各党支部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师生党员用好校内

外红色资源，巩固和拓展“校史工程”成果，传承

和弘扬上海大学精神谱系，赓续红色基因。学

校还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系列示范党课”

创建等党员教育活动，注重抓好青年学生的学

习。依托学校“红色传承”系列等课程思政载

体，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对大学生的理

想信念教育，培育新时代好青年。

近一个多月来，上海大学党委坚持以“小视

角”折射“大主题”、以“小清单”撬动“大治理”、

以“小现象”探究“大逻辑”、以“小问题”驱动“大

改变”，聚焦十大问题成立12个调研组，分别由

一位校领导领题。

▼ 下转第三版

上海大学发挥综合性大学优势，聚焦十大问题成立  个调研组

实现大学与城市相互滋养双向赋能
■本报记者 储舒婷

芦花鹭影、清渠如许、曲桥风荷、乌篷听

雨……距离市中心70公里的东海之滨坐落

着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十余处人文景观与印

象中的“重污之地”相去甚远。

作为上海“一主多点”生活垃圾处置体系

布局的“主基地”，老港基地承担着上海一半

的生活垃圾末端处理和资源化重任，迄今已

累计处理各类城市固废逾1亿吨。

每天，生活垃圾由专用集装箱船舶和箱

式卡车运至厂内，再进入不同的处理中心。

有的变成电，有的变成生物柴油，还有的变成

园林绿化的肥料……当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

年前，这些垃圾唯一的去处还只是填埋场。

在上海打造的特色固废治理模式中，老

港基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缩影。自1985年

启动建设以来，老港基地已从生活垃圾简易填

埋场，发展为全国固废处理能力最大、处理对象

最多元、资源能源利用产业链最完善的综合处

置基地，稳步实现从“集中化”到“无害化”，再从

“能源化”到“资源化”的升级。

末端处置能力日趋补强

一线的师傅们常说：“分类到不到位，就看

湿垃圾厂运转正不正常。”正是通过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到最后分类处置的生活垃

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挑食”的湿垃圾处置产

线才能够长期稳定运转。

得益于市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上海湿垃

圾分出量从2018年的日均4000吨左右，增长为

如今的日均8500吨，前端分拣效率提高的同时，

末端处置能力也随之补强。 ▼ 下转第四版

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发力末端处理和资源化，为垃圾分类“谋出路”

垃圾处理厂里为何要养“小虫子”
■本报记者 史博臻

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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