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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9日电（记者
胡喆 张泉）2021年，世界航天发射
活动呈现强劲态势，发射次数和发
射质量均创新高。记者从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9日在京召开的
《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1
年）》发布会上了解到，2021年全球
共实施146次发射任务，为1957年
以来最高发射次数；发射航天器总
数量1846个，创历史新高，总质量
777.70吨，为航天飞机退役以来的
最大值。

蓝皮书显示，2021年，全球年度
发射成功率92.5%，航天发射活动仍
具有较高风险性。其中，美国开展51

次 航 天 发 射 ，发 射 载 荷 总 质 量
403.34吨，超过其他各国发射航天
器质量总和；中国航天共执行55次
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居世界首位，发
射航天器总质量再创新高，达到
191.19吨，同比增长85.5%。俄罗斯、
欧洲、日本、印度分列中美之后，发
射载荷质量居世界第三至第六位。

2021年，中国航天发射活动继
续取得重大突破。北京空间科技信
息研究所所长何洋介绍，航天科技
集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2021年完
成48次发射任务，全部取得成功，
发射次数居世界宇航企业第一，发
射航天器总数量 103 个，总质量

189.65吨。航天科工集团快舟一号
甲运载火箭实施4次发射，其中3次
成功，共发射5颗卫星。星河动力公
司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成功执行1
次发射任务。星际荣耀公司双曲线
一号运载火箭2次发射失利。

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副部长马
涛介绍，2022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
将继续维持高位，计划开展一系列
重大任务。全年载人航天工程计划
实施6次发射任务，以天和核心舱
为控制中心，问天、梦天实验舱为主
要实验平台，全面建成常年有人照
料的空间站，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
及多型商业运载火箭将首飞。

2021年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和发射质量均创新高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9日电（记
者 刘博 郑直 杨恺）9日，单板滑雪U型
场地技巧资格赛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
举行。日本选手平野步梦和美国选手
克洛伊·金分获男、女子资格赛第一
名。中国选手蔡雪桐、刘佳宇、邱冷晋
级女子决赛，四名男选手无缘决赛。

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分
两轮，取选手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进
行排名，前12名晋级决赛。

女子方面，蔡雪桐、刘佳宇、武绍
桐、邱冷四名中国运动员出战。

首轮比赛，刘佳宇第一个出场，在
第三个动作时摔倒在U池中，只拿到了
15.25分。第二轮比赛，刘佳宇发挥稳
定，得到72.25分，成功晋级决赛。

挺进决赛后，刘佳宇表示决赛会
“放大招”。“我会放大招，在自己的福地
云顶滑雪公园比赛，感到非常开心和放
松，明天你们就为我祈祷吧。”

另一位冬奥会“四朝元老”蔡雪桐
首轮凭借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得到
83.25的高分。她在第二轮尝试高难度
动作失误，最终排名第三晋级。

“第二跳很想把back side（内转）

的动作做好，但是很遗憾没有做成，明
天再继续加油吧。决赛肯定会增加难
度，要不这四年的努力白费了。”蔡雪桐
在赛后说。

武绍桐连续两轮出现失误，无缘决
赛。邱冷在两轮过后排名第12，压线
晋级。

平昌冬奥会冠军克洛伊·金资格赛
排名第一。蔡雪桐认为她带来的不仅
是压力还有动力，“克洛伊滑得很好，我
一直在挑战她。跟她一起比赛是一件
非常有意思和令人享受的事情”。

男子方面，中国队谷奥、范校兵、王
梓阳和高宏博4名选手携手首次为中
国队实现满额参赛，但最终无缘决赛。

范校兵在赛后表示，目前和高水平
运动员相比差距在动作和高度上，下一
个奥运周期将继续弥补不足。

日本队选手平野步梦发挥完美，两
轮比赛后排名第一。单板名将肖恩·怀
特第一轮出现失误，第二轮中凭借一套
连贯的高难度动作获得86.25分，排名
第四晋级决赛。

女子决赛将于2月 10日进行，男
子决赛将于2月11日进行。

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中国三女将晋级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胡喆

2022 年全年载人航天工程实施
6次发射任务，常年有人照料的空间
站全面建成，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
开展首飞……9日发布的《中国航天
科技活动蓝皮书（2021年）》，展示了
2021 年中国航天的最新成就，并披
露了 2022 年中国航天事业的“任务
清单”，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新
计划催人奋进。

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传
回“新春祝福”，神舟十三号航天员
在空间站迎新春过大年……一次次

“天地互动”让虎年春节“太空感”十
足，一项项“世界级惊艳”上演一幕
幕“宇宙级浪漫”。

回首过去的 2021 年，中国全年
实施 55 次发射任务，在载人航天、

月球和深空探测、应用卫星、科学
和 技 术 试 验 等 领 域 取 得 重 大 突
破。与此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卫星应用体系，产生显著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探
索宇宙奥秘、利用外层空间，是全人
类的共同梦想。可以预见，世界航
天活动将向更大规模、更多突破、更
远边界持续发展，而中国航天也必
将以更自信、更开放的姿态继续迈
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未来，中国将发射“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推动运载火箭型
谱化发展，不断完善空间基础设施；
利用空间站、月球与深空探测器等
平台，催生更多原创性科学成果；加
大航天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培育
太空经济新业态，让中国航天发展

成果惠及世界。
中国还将积极参与外空全球治

理，推动各国携手共进、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共同应对外空
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愈是向前，愈应清醒。我们与
实现世界航天强国的目标还有一定
距离，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
制度优势，全力以赴突破更多关键
核心技术，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水平
的一流航天人才队伍，向着星辰大
海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 9日电（记者
姬烨 汪涌 董意行）在 9 日的北京
冬奥会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
委总体策划部部长李森用低碳管
理和生态保护两大关键词，来概括
冬奥筹办践行“绿色办奥”的成
果。

“我们在申办时就承诺，北京
冬奥会所产生的碳排放将全部实
现中和。筹办6年多来，我们通过
低碳场馆、低碳能源、低碳交通、低
碳办公等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碳排
放，同时采取林业碳汇、企业捐赠
等碳补偿方式，从而保障了北京冬
奥会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李
森表示。

他举例说，北京冬奥会一共利
用了6个北京 2008年奥运会竞赛
和非竞赛场馆。其中，国家游泳中
心“水立方”变身“冰立方”成为冰壶
和轮椅冰壶比赛场馆，通过采用可
转换的钢架支撑系统和可拆装的制
冰系统，创造性地实现了“水冰转
换”，成为夏奥遗产变身冬奥场馆的
典型。这种转换模式大幅降低了后
期拆除改造的成本，也减少了新建
场馆产生的碳排放。此外，冬奥全
部场馆常规电力消费也100%使用
绿电。

对于生态保护，李森介绍说，我
们坚持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生态保护与场馆建设统筹规划、

一体推进，守护了赛区的绿水青山；
我们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综合
开展治沙、治气、治水工程，促进了
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他举例说，在延庆赛区，在场馆
建设前开展了规划区域的环境影响
评价，针对主要保护植物的生长条
件，实施了就地、近地、迁地三种保
护措施。对受施工扰动小的植物进
行原地保护；对于施工过程中无法
避让的植物，进行近地或迁地保
护。虽然这些植物“搬了家”，但是
经过园林单位的精心养护，它们依
然生长得很好。

此外，他们还通过表土剥离的
方式，对延庆赛区进行了有效的生

态恢复。山区表土是宝贵的自然资
源，蕴含丰富的种子库。延庆赛区
在场馆建设前开展了一年时间的表
土剥离和收集工作，为了不破坏表
层土壤，大多数剥离工作都是人工
完成的。延庆赛区一共剥离了8.1
万立方米表土，这些表土已全部用
于赛区内的生态修复和景观重建等
工作。

“我们还通过草皮剥离、回铺的
方式，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区域恢
复了 3500 平方米的亚高山草甸。
到了春天，你会看到这片生机盎然
的草甸和草甸上随风摇曳的胭脂
花，它们和冬奥场馆构成了一幅和
谐的画卷。”李森说。

北京冬奥组委总结“绿色办奥”两大关键词：

低碳管理 生态保护

新华社北京2月 9日电（记者
姬烨 汪涌）在9日的北京冬奥会新
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品牌和可
持续发展总监玛丽·萨鲁瓦为北京

“双奥场馆”点赞，认为这种场馆利
用模式，汇集了往届奥运会在可持
续方面的优点。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赛后利用
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北京冬奥会使用
了多个2008年奥运会场馆，国家体
育场、国家体育馆、国家游泳中心、五
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等夏奥场

馆变身冬奥场馆。而新建场馆也从一
开始就充分考虑赛后利用需求。

萨鲁瓦认为，这种场馆利用模式
为未来的奥运会提供了借鉴，也为
场馆长期运行提供了方案。“所有冬
奥场馆都有多种用途，可以办比赛、
训练，也可以办文化活动，一些还可
以冬夏两用。场馆功能针对不同人
群、涵盖多种活动，我相信一定可以
得到长期使用”。她总结道，北京冬奥
会场馆利用的模板，可以说汇集了往
届奥运会在可持续方面的优点。

新华社长春2月9日电（记者
张建）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设计团队成员、吉林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副院长吴轶博日前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最近看
到“冰墩墩”一墩难求，说明“冰墩
墩”形象深入人心，同样萌萌的“雪
容融”已经做好准备，“接力”冬奥
文创产品受热捧的现象，让冬奥吉
祥物继续火下去。

吴轶博说，“冰墩墩”“雪容融”
都是设计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实
现了人格化设计，萌萌的形象既展
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冰雪魅
力，也正好契合了百姓的需求。“不
仅百姓说好，一些外国运动员也说

好，这样萌的吉祥物不仅可以作为
纪念品，还可以缓解压力，这是好的
文创产品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吴轶博表示，现在中国百姓的
生活水平和审美都提升了，对文创
的需求越来越高，好的文创产品必
然会有很好的市场。“冰墩墩”和

“雪容融”作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吉祥物，契合了人们对冰雪运动
和冰雪文化的喜爱，这两个吉祥物
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因此也就
有这样的号召力。

吴轶博还透露，此前团队设计
了“雪容融”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的表情包，希望能在冬残奥会期间
与受众见面。

国际奥委会点赞“双奥场馆”：

汇集奥运可持续的优点
“雪容融”设计团队：

冬奥文创受热捧 已准备好“接力”

中国选手蔡雪桐在比赛中中国选手蔡雪桐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牟宇牟宇 摄摄

奔向星辰大海，不懈奋斗！

春节期间，山西省晋中市
平遥古城举办2022“我们的
节日·春节——平遥中国年”
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
观。

平遥古城是中国保存最
为完整的古城之一，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图为2月8日，游客在平
遥古城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曹阳 摄

体验平遥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