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6 编辑：郑居文 见习校对：李日露

2023年 11月 1日 星期三

10月31日上午，神舟十六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景海
鹏、朱杨柱、桂海潮身体健康状况良
好，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

“博士乘组”凯旋而归，离不开航天科
技为神舟十六号的回家之路保驾护航。

电源稳定可靠

神舟十六号与空间站经过分离准
备和分离撤离后，还要独立飞行多圈，
进入返回准备、返回再入和回收着陆
阶段。

在返回再入期间，飞船的轨道舱、
推进舱、返回舱三舱“忙着”分离，其电
源家族“四兄弟”中的“大哥”主电源、

“二哥”应急电源和“三哥”返回着陆电
源也“忙着”并网供电。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神舟飞船电源
分系统主任设计师钟丹华介绍，为确
保各个任务阶段能源的充足供给，飞
船配置了舱段间的并网供电功能，此
阶段的并网供电可确保返回过程能量
供给的高可靠及高安全需求。

推进舱与返回舱分离前，“二哥”
应急电源开始参与并网供电，它还肩负
着一项重要任务，在主电源发生故障时
挺身而出，助力飞船安全返回地球。

推进舱与返回舱分离后，太阳帆
板结束使命，“大哥”主电源停止工作，
为飞船保驾护航的接力棒传到“三哥”
返回电源手中——从穿过黑障区，到
打开降落伞，直到最后的平安降落。

“四弟”火工品电源也身兼重任：为
轨道舱和返回舱的火工品提供能量，助
力三舱分离、弹伞舱盖、抛防热大底等关
键步骤顺利实施。“四兄弟”既协同又接
力工作，为航天员安全返回保驾护航。

通信实时畅通

在神舟十六号“回家”过程中，航天
员与地面的联系以及航天员身体健康情
况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最为关注的事情。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人员介
绍，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中继终端是
空间站与地面建立通信联系的重要通
道，航天员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内生
活的状况、与地面的通信以及地面对
天和核心舱的测控都是通过中继终端

来实现的。
完成在轨任务后，航天员的工作室从

天和核心舱转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由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神舟十六号载人飞
船研制的升级版中继终端接续工作。中
继终端通过与天链中继卫星实现“太空握
手”搭建了信息传输的太空通道。

地面与飞船、航天员的通信，地面
测控信号的传输都需要通过中继终端
搭建的“通信鹊桥”来完成。当推进舱
与返回舱分离的时候，安装在推进舱
上的中继终端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仪表计算机
应用软件可以提供核心舱各个系统的
工作状态以及航天员的身体状况，隶
属于核心舱仪表与照明分系统的仪表
计算机应用软件是整个核心舱的“智
慧大脑”，与核心舱有关的所有信息都
需要汇集到仪表计算机应用软件，最
终通过中继终端传回地面，供地面的
科研人员进行数据分析。

降落安全平稳

神舟十六号凯旋归家，“神舟大伞”
绽放天地之间，红白伞花绚丽无比。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的“神舟
大伞”面积 1200平方米，主要用于降
低返回舱速度，保证返回舱的稳降姿
态，护佑航天员安全平稳降落，它的研
制过程复杂且严谨，需经历上百道流
程。

巨型降落伞是个“庞然大物”，体
态却十分轻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
家介绍，其重量不到100公斤，收拢后
装进伞包内的体积还不到200升，可以
塞进普通家用冰箱。

不过，软软的降落伞并不是随意
团起来放在返回舱里，而是要整齐有
序地将降落伞的伞衣、伞绳和连接吊
带等部件装进伞包内，使之保持一定
的几何形状。这就涉及一项听起来简
单但技术含量很高的不可逆工作——
包伞。

正式包伞之前要进行晾伞，用于
释放材料内应力和清理多余物；然后
依次进行叠伞衣、梳理伞绳、整理伞
包、装填降落伞、封包、称重，最终将
1200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变成一个只
有约200升的伞包，完成进伞舱前的最
后工作。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教育部制定的《未成年人学
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对
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
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
等 言 行 自 由 设 置 不 必 要 的 约
束。那么，为什么一些学校要严
管学生的10分钟课间活动？

小课间校园变得静悄悄

课间10分钟俗称小课间，是
中小学生调节学习状态、缓解疲
劳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时段。记
者日前在多所中小学走访看到，
由于小课间学生被要求不能随
意离开教室，校园里变得静悄
悄。

据 了 解 ，这 一 现 象 由 来 已
久。2019 年的一项针对 1900 余
名家长的调查显示，75.2%的家
长认为身边中小学“安静的小课
间”现象普遍，且在小学最为突
出。

长春市多所小学的学生家长
反映，学校要求孩子小课间不能
去操场玩耍，只能上厕所或在走
廊内安静地活动。一位家长说，
孩子的班主任规定，课间除上厕
所外，都要待在座位上。“有学生
曾因课间在教室打闹被惩罚。
从那以后，他们下课后再也不敢
跑来跑去了。”

海口市多所小学安排值日老
师在每层楼巡查，严禁学生在走
廊追逐玩耍。有的学校还抽选
少先队员组建值日团队，对各班
学生课间的行为进行计分考核，
一旦发现追逐打闹现象，就给班
级扣分，考核与文明班级评选直
接挂钩。

河北、贵州等地一些中小学
也存在类似现象。记者在河北
省廊坊市一所小学看到，除了一
些学生上厕所，大部分孩子在下
课后都坐在教室聊天。贵州遵
义某小学教师张栩（化名）说，有
部分班主任不让学生小课间到
操场玩，“这样做太压抑孩子的
天性了”。

海口市多名小学生家长介
绍，只有少数教师重视学生小课
间的体育锻炼，大部分教师会以
强调纪律为名，想方设法让好动
的小学生安静下来，美其名曰

“文明休息”。

过度约束不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

为何小课间学生被过度约束
的现象频发？

有受访教师表示，主要是因
为场地有限、人员密集，学生在
操场上玩耍时常常出现磕碰等
意外情况。

河北某县一所小学的教师
说，一旦学生课间活动时出现磕
碰等意外情况，校方不仅需要向
家长道歉，还可能涉及经济赔
偿。为此，学校干脆强调课间纪
律，减少孩子外出活动，“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此外，场地的客观条件限制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多名受访
教师反映，不少城区学校教学楼
建得比较高，小课间只有 10 分
钟，学生跑上跑下电梯不够用，
楼道狭窄容易产生拥挤踩踏风
险。而且，市区学校的操场规模
小、孩子多，常常也跑动不开。

不少家长认为，约束孩子课
间活动，主要是学校和教师为了
方便管理、减少麻烦。

一些受访的基层教育工作者
也认为，小课间被过分约束的做
法违反教育部的规定，也是学校

管理粗放、懒政的表现。严格限
制中小学生课间活动范围、活动
强度，虽可减少意外发生的几
率，但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这种做法会压抑孩子天性、
不利于身体发育。心理专家认
为，小课间走出教室适当运动，
可以舒缓学习压力、促进人际交
往。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
科副主任医师尹若峰说，较重的
课业负担和日益减少的身体活
动等，是影响中小学生身体姿
态、脊柱健康的重要因素。小课
间走出教室活动四肢，有利于学
生的身体健康。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 53.6%。受访眼科专家介绍，
参加户外运动是防控近视的重
要手段，小课间被“挤占”会导致
中小学生户外运动时间减少，近
视概率增加。

此外，这种做法也容易令学
生产生厌学情绪。长春市外国
语实验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沈微
指出，长时间待在教室可能会导
致学生精神倦怠；学生利用课间
调节、放松身体和头脑，有助于
集中精力上好下节课。

坚决落实国家保护
未成年人相关规定

2021 年 9月 1日正式施行的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要求，
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
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
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
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
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学校应当
完善管理制度，保障学生在课
间、课后使用学校的体育运动场
地、设施开展体育锻炼。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些学校
利用小课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户
外活动。比如，长春市外国语实
验学校小学部开辟了篮球、排球
等活动区域，学生可根据个人兴
趣选择。同时，在学校的支持
下，班主任也鼓励学生尽量外出
活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连
城小学不仅配有篮球、足球和羽
毛球等运动设备，还在教室里配
备了图书、象棋和五子棋等物
品，便于学生课间取用。

受访教师和家长认为，把小
课间还给孩子，需要综合施策。

作为校园安全管理中的重要
一环，学校要常态化开展校园安
全隐患排查，将校园安全工作做
细致、做扎实。沈微介绍，长春
市外国语实验学校小学部一至
六年级共有学生1980人，为保障
学生课间活动的安全和秩序，学
校派出 6 名体育教师、6 名各年
级教师和学生干部在走廊、楼
梯、操场进行巡查、值周，大多数
学生能做到秩序井然地上下楼。

专家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
出台指导意见，通过督导加强对
学校的监督管理，把课间时间尽
可能还给学生。学校还要加强
对学生进行运动、游戏的技能指
导和安全教育，降低意外发生的
概率。

受访对象认为，在校园管理
规范、校内设施安全到位的情况
下，出现校园安全问题时，社会
和家长不能一味将责任推给学
校和教师。可以建立由政府部
门或第三方机构规范处理校园
安全事件的工作机制，降低学校
与家长产生直接矛盾的概率。

（记 者 郑 明 鸿 赵 丹 丹 赵 叶 苹
高晗 赵鸿宇）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除了上厕所不能随意活动？
——部分中小学生课间10分钟被约束现象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1 日电
据海关总署官方微信公众号“海
关发布”31 日发布的消息：2023
年 11月 1日零时起，出入境人员
免于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境健康申明卡》。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公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海关总署决定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零时起，出入境人员免于
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

康申明卡》，但有发热、咳嗽、呼
吸困难、呕吐、腹泻、皮疹、不明
原因皮下出血等传染病症状，或
已经诊断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出入
境人员须主动向海关进行健康申
报，并配合海关做好体温检测、
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
检测等卫生检疫工作。如有隐瞒
或逃避检疫的，将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承担相应刑
事责任。

今日起出入境人员
免于填报健康申明卡海关总署

课间10分钟对学生来说十分宝贵。自由奔跑的
身影和时时传来的欢声笑语，是校园充满活力的风
景。但“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一些地方调查发现，
部分中小学生课间 10 分钟被约束，除喝水和上厕所
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动，甚至不能随意离开座位。

神舟的回家之路，情牵着神州大
地。

10月31日7时21分，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在中国空间站出差5个月的航天员景
海鹏、朱杨柱、桂海潮，辞别浩瀚星河，
踏上回家之路。

约50分钟后，飞船返回舱成功降
落在东风着陆场。舱门打开后，3名航
天员顺利出舱，身体健康状态良好，中
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完美收官。

神舟辞星汉，东风迎客归。神舟十
六号满载硕果回到了地球。

筑梦太空 接续奋斗

5月30日9时31分，景海鹏、朱杨
柱、桂海潮乘坐神舟飞船飞向太空，他
们这个乘组由此也创下不少纪录：首
次包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
师、载荷专家”3种航天员类型，我国航
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太空
飞行，四度飞天的景海鹏成为我国迄
今为止飞天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公开亮相之后，被称为“博士乘
组”的他们备受瞩目。有人惊叹于景
海鹏25年如一日的坚持，有人感动于
朱杨柱放弃“舒适圈”、追逐飞天梦的
勇气，有人回顾桂海潮一路向上生长
的励志人生。

事实上，自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成立之始，飞天就成为
每一名航天员的职责使命，“博士乘
组”也不例外。

为了飞天，50多岁的景海鹏在地
面训练时每天保持600个俯卧撑、600
个仰卧起坐、上千次跳绳，将70多本飞
行手册、操作指南，上万条指令烂熟于
心，以优秀的身体素质和飞行技能随
时准备接受祖国挑选。

朱杨柱和桂海潮入选第三批航天
员之前，在大学从事科研工作，均没有
空中飞行经验。因此，朱杨柱刚开始
练习手控交会对接技术时非常吃力，
桂海潮也在一开始的转椅训练中有不
适反应——冒虚汗、恶心、头晕。

为了飞天，公寓里放置的那台手控
交会对接桌面式训练器成了朱杨柱课
后加练的地方。经过上千小时的训
练，他形成肌肉记忆，实现了手控交会
对接的精准操作。

为了飞天，桂海潮开始加练——每
天练习20分钟“打地转”，一只手抓着
另一侧耳朵原地旋转。就这样，练习了
一段时间后，他的训练成绩也达到了一
级。

飞天，也是一项充满风险与挑战的
事业，每一名航天员必须勇敢面对。

2003年10月，航天员杨利伟代表
中国人首次出征太空。火箭升空过程
中，突然发生剧烈的抖动。他眼前一
阵发黑，感觉五脏六腑都要碎裂了。
面对地面训练从未遇到的情况，他咬
牙坚持26秒，直到现象逐渐消失。

2008年9月，航天员翟志刚准备出
舱时，突然听到轨道舱火灾报警声。面对
回不去的风险，他置个人安危不顾而毅然
出舱，让五星红旗在浩瀚太空高高飘扬。

飞天，还是一种不懈的坚持——
成功实施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

的航天员刘旺，坚持了14年；为我国首
次太空授课担任摄像的航天员张晓
光，坚持了15年；我国首批现役航天员
中最晚实现飞天的航天员邓清明，坚
持了24年……

飞天，更是接续传承的事业——
10月 29日，神舟十六号、神舟十

七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接过

神十六指令长景海鹏移交过来的中国
空间站钥匙，神十七指令长汤洪波说：

“在我眼里，它此时此刻就是一根接力
棒。”

筑梦天宫，接续奋斗。自中国人首
飞太空至今，已经有20名中国人圆梦
太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飞天英
雄出征太空，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携手
同心，再夺胜利、再创辉煌。

精益求精 连战连捷

10月 30日 20时 37分，神舟十六
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
离。踏上回家之路前，神舟十六号航
天员乘组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开
展了工作交接，完成了在轨工作经验
交流、上行物资及下行样品转移安装
等工作。

受限于微重力环境和空间站容积，
物资管理这一在地面看似平常的工
作，成为中国空间站日益凸显的新难
题。在“太空家园”工作生活的150多
个日夜里，神舟十六号乘组与地面密
切协同，针对性地制定了在轨物资管
理减容增效方案。

在指令长景海鹏的带领下，神舟十
六号乘组累计转移物资约850次，反馈
物资整理信息135条，全面完成空间站
在轨物资盘点和整理工作，使空间站
物资存放状态、信息管理等焕然一新。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载人航天这
一庞大的系统工程，最要重视细节。

这是精益求精的追求——
从0.98到0.9896，是长征二号F火

箭可靠性评估值的变化。0.0096这个
增量背后是火箭团队持续不断消除薄
弱环节、优化技术状态所付出的努
力。享有“神箭”之誉的长征二号F火
箭，是我国唯一一型用于执行载人任
务的运载火箭，肩负保障航天员安全
进入太空的特殊使命，至今保持着
100%的发射成功率。

“目前，长二F火箭‘发一备一’的
发射场流程已从空间站建造初期的49
天压缩到35天，如今正瞄准30天目标
继续优化改进。”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
究院魏威介绍。

这是百炼成钢的本领——
发射入轨后，神舟十六号首次在空

间站有人驻留情况下，与90吨级的空
间站组合体进行径向对接。

为确保飞船对接机构在对接的一瞬
间即可快速捕获空间站，飞船团队开展
了上百次地面捕获缓冲试验，将用时限
制在数秒之间、误差控制在毫秒之内。

这是心无旁骛的专注——
返回舱在返回地球时，外壳与大气

层摩擦产生高温，导致舱内外气压不
平衡。开舱时，需要开舱手刘文博将
舱门钥匙精准地插入锁孔，通过平衡
舱内外气压，才能打开舱门。

如果泄压太快，航天员身体不能很
快适应，泄压太慢，会耽误航天员出舱
时间。为了能够保持开舱泄压持续平
稳，刘文博练就了“一指神功”，通过长
时间做指卧撑训练，提升手指的力量；
针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情况模拟开舱，
反复训练。

10月31日9时10分，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全部安
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在医监医保人员的协助下，航天员景
海鹏首先出舱。他说：“在这次任务当中，
我们乘组开心生活、高效工作，所有的操
作没有出任何差错，做到了零失误零差
错，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优异的答卷。”

5天前，神舟十七号发射成功，严
谨细致的中国航天人创造了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实
现30战30捷。

连战连捷，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目
标，更是中国航天人的底气。

心怀星辰大海征途永不止步

临近回家的日子，神舟十六号航天
员在空间站吃到了自己种植的绿色蔬
菜。一方小小的桌板上，“太空菜园”
里的蔬菜长势喜人、青翠欲滴。

这方由航天员和科研人员共同精
心培育的“太空菜园”，不仅是航天员
在轨生活的调剂，更是研究太空微重
力环境下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的
重要实验。

在轨期间，3名航天员在与地面科
技人员密切配合下，稳步推进空间应
用项目，共开展了70项空间实（试）验
和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究，获取了大量
的实验数据。他们还带回了一些实验
样品，静待科研人员“开箱”。

这个秋天，祖国大地迎来丰收，神
舟十六号也满载硕果回到了地球。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1992年立项
实施起，就提出了“造船为建站，建站
为应用”的理念，30多年来初心未改。

从载人飞船阶段任务的空间科学
与应用计划；到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
中，进一步拓展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
再到空间站阶段任务中，立足建设国
家太空实验室，研制了我国覆盖空间
科学与应用领域最全、具有国际一流

水平的舱外实（试）验设施。
截至目前，已有4000余项空间应

用成果在生物、医疗、农业、自然资源
与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各行各
业落地开花，服务国计民生。

例如，通过空间实验获得的一种非
晶合金制备方法，相关成果已广泛应
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设备的量
产零部件中。航天育种搭载实验，创
造直接经济效益逾3600亿元，年增产
粮食约26亿公斤。

除此之外，部分项目成果还为未来
载人月球探测与深空探测任务积累了
技术基础，给后来者铺就了通向宇宙
更深处的阶梯。

在轨期间，神舟十六号乘组还为广
大青少年带来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
课，新晋“太空教师”景海鹏、朱杨柱、
桂海潮开讲的“天宫课堂”第四课，是
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
授课。

约48分钟的授课中，“太空教师”
展示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
活场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
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
螺实验，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
原理。

授课活动分别在北京、内蒙古阿拉
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
设置了5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生
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授课期间，航
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
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2013年，神舟十号航天员王亚平主
讲我国首次太空授课。在那堂课上听
得格外认真的王楠，现在已投身航天事
业。令人欣喜的是，王楠不是个例。

如今，“天宫课堂”又一次将航天
梦的种子撒向神州大地，会结出什么
样的成果？将为中国航天事业带来怎
样的改变？时间，会有答案。

桂海潮的博士生苏文杰，今年26
岁，研究方向为着陆器制导与控制。
导师“太空出差”这段时间，她攒了很
多问题准备请教。“未来，希望能投入
到我国深空探测任务中，或许不远的
将来，导师就可以搭乘我参与设计的
着陆器登陆月球。”苏文杰说。

梦想越来越近了——目前，我国载
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
启动实施，正在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
设工作，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
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心怀星辰大海，征途永不止步。
（记者 李国利 刘艺 黄一宸 李秉宣 米
思源） （新华社酒泉10月31日电）

神舟辞星汉 东风迎客归
——写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胜利返回之际

新华社记者

“博士乘组”凯旋而归！神舟十六号回家之路由它们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 宋晨

航天员朱杨柱安全顺利出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