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墩墩”“雪容融”亮相北京中轴线

这是1月12日拍摄的即将完工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景观。
约7.5米高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日前在位于北京

中轴线的奥林匹克景观大道南端亮相。“冰墩墩”和“雪容融”可爱的造型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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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
月时间，中国兑现了申办之初的庄严承
诺：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国冰雪运动参
与人数达到 3.46 亿人，“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愿景成为现实，中国为世界
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开启全
新篇章。

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
主席说：“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义。”
曾 几 何 时 ，冰 雪 运 动 在 中 国 不 出 山 海
关。如今，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和“四季拓展”战略持续实施下，冰雪运
动在大江南北呈全面开花之势，冰雪场
地数量大幅增加，其中 654 块标准冰场
较 2015 年增幅达 317%；2014 年首届“全
国大众冰雪季”只有 10 个省区市参与，
近两年来全国 31 个省区市联动，各类
赛事活动覆盖区域超过了全国一半的
地级市。

尤为重要的是，有 92.64%的大众是
以个人自发的方式参与到冰雪运动之
中，冰雪运动被越来越多人列入“运动清
单”。南京姑娘肖雅妮两年前接触滑雪
后就爱上了这项运动，2021 年她和几个
朋友成立了滑雪俱乐部，“现在已经有了
100 多个铁杆会员，今年估计我们的会员
能达到四位数。”从爱好者到从业者，肖
雅妮对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信心
满满。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世界冰
雪运动的历史将以北京冬奥会作为分界
线。”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愿景实现，将极大推动世界冰雪运动的
跨越式发展，并为世界冰雪运动、冰雪产
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为那些冰雪
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贡献了创新

性发展冰雪运动、推动产业升级的中国智慧、中国实践和
中国方案。在中国，过去几年里，冰雪运动在推动乡村振
兴和地方经济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届奥运会都会留下丰富的奥林匹克遗产，“带动三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完成，是北京冬奥会给予世界
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运动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世界冰
雪运动将掀开新的一页。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共同书写
全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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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祝融”到访火星，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精彩
亮相，“天和”“神舟”“天舟”组成中国自己的太空家园，

“羲和号”迈出中国太阳探测新步伐……2021年，中国
航天全年发射次数首次突破50次，再创新高，居世界
第一。

太空建站、探测火星……2021中国航天别样精彩

过去一年，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到
“天问一号”“祝融号”成功探测火星，从神舟十二号圆
满完成任务到神舟十三号成功发射，一次次飞天逐梦，
把一个个梦想变为现实，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2021年12月30日，由张履谦、于登云、龙乐豪、于
本水、朱坤、杨宏等多位航天领域知名院士专家联合中
国航天报、航天科工二院706所等机构评选的2021年
中国航天十大新闻和世界航天十大新闻正式公布。两
个榜单上，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和中国空间站双双
入选。

2021年，中国航天员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家。
4月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

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5月29日，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于天和核心
舱。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升空，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成为中国空间站首批“访客”并于9月
17日凯旋。9月20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升空并与天和
核心舱及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组合体交会对接。10月16
日，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乘坐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升空，成为中国空间站第二批“访客”。

多次出舱、太空授课……一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太空中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院士

表示，目前中国空间站建设仍处于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后续还有很多难题需要去攻克。
我们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每一步工
作，圆满完成好空间站建设的后续任务。

2021年，千年天问，梦圆火星。
5月15日，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

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苍穹发出“天问”。两
千多年后，以屈原长诗命名的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
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
人的印迹，迈出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是我国首次实现
地外行星着陆，使我国成为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
家，将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对火星演化的认知、了解
生命起源等贡献智慧和力量。

发射次数“50+”再创新高并居世界第一

2021年12月10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
数正式刷新为400，成为中国航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
里程碑。2021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数达55次，再
创新高并再度居世界第一。

“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成
功率达96%，尤其是近年来技术突飞猛进，在可靠性、
成功率、入轨精度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龙乐豪院士说。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
大。2021年，不仅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商
业发射市场的快舟一号甲固体运载火箭、由民营航天
企业研制的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等轮番登场，让中国
航天运载火箭的队伍更加壮大和充实。

“中国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背后，不仅是发射频率的
提升，也是发射能力的提升，更是航天科技勇攀高峰、
自立自强的体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表
示，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
按计划开展研制，将有力推动航天重大工程开展。

未来，随着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

火箭将实现全面交替。火箭重复使用、落区控制、无人
值守发射、多星部署等技术的突破，将使我国运载火箭
技术水平再次实现新跨越。

空间站继续建、探月工程“上新”……
中国航天未来更精彩

星辰大海再扬帆。2022年底前，中国将完成空间
站三舱组合体建造；随后实施天舟五号货运补给和神
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五号乘组将与神舟十
四号乘组开展在轨轮换。对空间站状态进行全面评估
后，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将择机发射
巡天空间望远镜，与空间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开展巡
天观测，短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此外，中国正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
程。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家已批复探月工程四期任务。据悉，中国探月工程四
期包括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八号任务，这三个任
务将在未来十年之内陆续实施。

按计划，中国将先发射嫦娥七号探测器前往月球
南极，然后发射嫦娥五号的备份嫦娥六号，进行月球南
极的采样返回。嫦娥六号之后再发射嫦娥八号，建立
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人工智能与航天探索相结合，会产生什么化学反
应？在2021百度人工智能开发者大会上，百度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与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院士“大开脑洞”，进行了一场富有想象力的
对话。

“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让科研站更加智能。”李彦
宏认为，未来月球科研站内核可以是集感知与控制一
体、具备自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大脑，可以帮助月球基
地的建造、无人值守的科学探测以及资源开发利用。

“人工智能以后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在航天技
术方面，使航天技术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变得越来越
精确、简便，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欧阳自远说。

展望未来，中国航天必将迈向更加遥远的星辰，探
索更加浩瀚的宇宙。

太空建站、探测火星、发射次数“50+”
——2021中国航天这些大事值得铭记

新华社记者 胡 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