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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81315次集装箱班列在安徽（阜阳）铁路国际物流港准备发车。当日，随着一列装载阜阳传统手工艺品柳编的81315次集装箱班列鸣笛启程驶往宁
波舟山港，安徽（阜阳）铁路国际物流港正式运营。

周牧 摄

从“冰城”到“尔滨”“双亚冬之城”的29年传承

记者 12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经公开征集评选，中国载
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
名称已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望宇”，
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目前，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
车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

继 2023 年首次公开征集载人月球

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后，2024 年 9 月
至10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先
后启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
载人月球车名称征集活动，在全社会
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来
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
织机构与社会各界人士的 9000 余份
投稿。经专家遴选评审，将登月服命
名 为“ 望 宇 ”，将 载 人 月 球 车 命 名 为

“探索”。
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名称具有

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
色。“望宇”寓意遥望宇宙、探索未知，与
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天”舱外服
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天梦想、建成“太
空家园”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踏上了登
陆月球、遥望深空的新征程，也传递出
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始终坚持和平利用

太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
坚定立场。“探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实践，鲜明体现月球车将助力中国人
探索月球奥秘的核心使命与应用价值，
与“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
航天强国”的航天梦高度契合，彰显中
国载人航天勇攀高峰、不懈求索的创新
精神。

（李国利 邓孟）

“望宇”“探索”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正式确定

2月12日上午10时许，北京亦
庄星箭公司职工王翘楚的个人手
机，连接到正在上空过境的银河
航天低轨互联网卫星，将北京火
箭大街项目建设现场的画面，实
时回传至大屏幕，视频画面清晰、
声音流畅。

当日，北京市商业航天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这一幕引来了全场的
掌声，成为北京商业航天产业链成
果的一次精彩亮相。

与会北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北京将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可重
复使用火箭、低成本卫星、高频发射
等关键技术研发，突破产业技术瓶
颈，携手津冀持续推动商业航天高
质量发展。

北京在商业航天领域具有独特
优势，目前已聚集重点企业 200 余
家，核心研发单位占全国50%以上，
初步形成“南箭北星”产业格局。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
介绍，将深化星箭一体化发展，建
设卫星互联网产业园，加快开展

卫星智能制造能力建设，不断降
低卫星成本，并重点围绕手机直
联卫星、车联网、6G、工业制造等
拓展卫星应用。

北京经开区工委书记张强说，
北京经开区全力构建一流产业创新
生态，建设“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
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成立可重复
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中关村亦
创商业航天联盟，两年来为商业航
天安排投资超过40亿元。

“京津冀三地在研发、生产、应
用等各环节都具优势。”北京市发展
改革委党组成员、京津冀联合办副
主任周浩说，北京可利用研发设计
与核心技术创新强化辐射带动作
用，依托天津大火箭生产基地生产
能力优势，以及河北关键零部件、发
动机加工制造等环节优势，共绘商
业航天产业链图谱。

此次大会上，北京市还发布了
十个技术创新性强、市场前景广阔
的典型应用场景，并有多项重点工
程进行了现场签约。

（郭宇靖）

中国流动科技馆尼泊尔国际巡
展 12 日在尼首都加德满都开幕。
巡展将持续 3 年，以“体验科学，启
迪创新”为主题，包含 60 件展示效
果好、互动性强的展品。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在开幕式
上致辞说，巡展涵盖基础科学、生命
科学、信息技术、人体健康等多学科
领域，融合智能机器人、裸眼3D等
前沿科技，移动球幕影院还将立体
展示航空航天、恐龙等人们喜闻乐
见的影视主题。

据了解，巡展期间，中尼双方将
共同建设“倾听科学空间”，并在人
员交流培训、课程开发等方面深入
合作。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在开幕

式上致辞说，中国科技馆举办的科
普展览体现了开放、互学互鉴和国
际合作的精神。“在这个技术快速发
展的时代，此类展览对于培养好奇
心、激发对话以及搭建连接不同文
化和思想的桥梁至关重要。”

尼泊尔教育与科技部长比迪
亚·巴特拉伊致辞说，尼方与中国科
技馆的合作将为两国学生、研究人
员和教育工作者拓宽视野，提供学
习和成长的机会。

中国流动科技馆项目于 2011
年启动，2018 年 6 月首次走出国
门。此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已在缅
甸、柬埔寨、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开展
国际巡展。

（易爱军）

记者 13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获悉，各地春风行动不停歇，春
节期间持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提供专车、专列、包机服务，帮助
劳动者早返岗、企业稳开工。从 1
月中旬至2月11日，全国已累计举
办各类招聘活动2.2万场，发布岗位
1500 万个；发出务工人员专列、专
机、包机1.5万辆（列、架）次，输送劳
动者37万人。

1月中旬至3月中旬，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
在全国开展2025年春风行动，集中
为劳动者、用人单位提供就业服
务。各地密集开展一系列活动，推
动就业服务广覆盖、就业帮扶见成
效、市场热度有提升。

春节后是企业开工复产关键
期，也是劳动者换岗求职高峰期。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一批企业年后开工迅速赶订
单、抓生产，用工需求稳中有增。人
社部门聚焦企业用工所需，加强跨
省劳务协作，确保企业稳定生产，经
济发展实现开局稳。

江苏人社部门筹集一批传统行
业、新兴领域、服务消费就业岗位，
创新招聘大集、人才夜市等线下服
务场景，同时用好网络招聘、直播带
岗等线上服务。3月底前，江苏省将
举办各类求职招聘活动3000场，发
布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

广东人社部门 1 月至 3 月在全
省开展2025年“南粤春暖”行动，提
供专列包车、求职招聘、用工保障、
就业帮扶、权益维护等系列服务。
截至2月12日，外省务工人员入粤
返岗超1800万人，约占节前返乡人
数的92.8%，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

（姜琳）

春节前后全国已举办招聘活动2.2万场

北京将携手津冀抢抓商业航天“腾飞”机遇

2月12日，在吉林市永吉县西阳镇兴隆川村大棚内，村民查看作物生长
情况。近年来，兴隆川村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径，转变种植方式，发展棚膜设
施农业。目前，该村已建成74座种植蔬菜、食用菌等多种经济作物的大棚，
村里还结合竞拍大棚经营权、组织村民务工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张楠 摄

中国流动科技馆国际巡展
走进尼泊尔

1996年，第三届亚冬会在哈尔滨举办。彼时的冰城，用汗水与热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城市的风采，在亚洲
冰雪运动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5年，亚冬圣火再次燃起，这座城市凭借“冰雪游”火爆出圈，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尔滨”。29年来，这里
的人们传承着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与梦想。

重逢，相隔29年的接力

松花江畔，新春的热闹还未散去，亚
冬会热潮已经席卷而来。街头巷尾，憨
态可掬的吉祥物“滨滨”“妮妮”随处可
见，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来自亚洲各
地的运动员和游客纷纷到访，带来别样
的生机。

29年前，这座冰雪之城初登国际冰
雪赛事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对冰雪运
动的执着与热爱。

“那时，没什么大型比赛的办赛经
验，究竟该怎么运作，大家都懵懵懂懂，
憧憬大于一切。”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哈
尔滨市八区体育中心主任付来斌颇为感
慨。当时他刚工作不久，参与亚冬会组
委会秘书处相关工作。

2023年7月8日，泰国曼谷。亚奥理
事会庄严宣布，哈尔滨获得2025年第九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权。哈尔滨成为

中国首个“双亚冬之城”。
经过 580 余天的筹备，这场盛会终

于启幕。这是继北京冬奥会后，我国
举办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国际冰雪运动
盛会。“尔滨”汇聚世界目光，再续冰雪
传奇。

从场馆改造坚持绿色环保理念，到
筹备工作广泛应用智能技术；从“分钟
级、百米级”的精准气象预报，到模拟恶
劣天气、运动员受伤等突发状况处置；从
创下历史纪录的参赛人员规模，到选派
有丰富赛事组织管理经验的人员担任竞
赛官员……

本届亚冬会以“冰雪同梦，亚洲
同心”为口号，秉持“简约、安全、精
彩”的办赛要求，既承载着历史的厚
重，又充满了创新与活力，得到各方
赞赏。

创新，老场馆改造升级

2月3日，冰球比赛在哈尔滨冰球馆
开赛，这是本届亚冬会首个比赛日。

“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开闭幕式、男
子冰球和女子冰球的比赛都在这个场馆
举行。”付来斌回忆说，当时通讯设备落
后、交通不便，但赛事筹备工作却丝毫未
因条件艰苦而懈怠。

“那时这里仅1.55万平方米，如今已
改扩建至3.26万平方米，在制冷、除湿、照
明、采暖、网络等功能上已实现全面提
升。”谈及变化，付来斌深有感触，当时从
比赛编排到成绩统计，很多工作都依靠人

工完成。而现在得益于先进的竞赛平台，
数据传输更加高效、准确。

这是本届亚冬会场馆建设的一个缩
影。按照绿色发展、科技创新、节俭办赛
的要求，冰上项目5个场馆全部利用原有
场馆及设施升级改造完成。

哈尔滨平房区冰壶馆曾是一所小学
的冰球馆。2024年3月，这里被确定为亚
冬会冰壶比赛场地。按照设计方案，包括
专业工程师在内的百余名施工人员陆续
进场，地面新建、装饰、广播扩声、体育照
明……经过180多天的忙碌，场馆建设团

队和运行团队完成交接。
运行团队场馆设施运维经理赵冠男

说，场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语言声学、几
何声学、建筑声系统工程学，专门设计搭
建了集中式扩声系统和分散式扩声系统，
提供赛事保障。

此次雪上赛区位于亚布力，这里也

曾是 1996 年亚冬会的雪上项目举办
地。当时，由于雪量少、造雪条件有
限，甚至需要发动很多人背雪上山、铺
垫赛道，赛事才得以顺利举行。如今，
大型造雪设备随时保障高标准赛道要
求，为来自各地的运动员创造理想的
比赛条件。

传承，“东道主”热情不减

亚洲风采、中国气派、龙江特色、冰
城魅力……在本届亚冬会开幕式上，中
国冰雪文化的创新表达令人惊艳，将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奥运冠军之城”“音
乐之城”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太美了，很多画面都令人印象深
刻，但29年前，我们同样努力，那时开幕
式上的艺术表演有《太阳·冰雪·亚细亚》

《豆豆之歌》……”回忆起第三届亚冬会
开幕式的细节，曾在组委会大型活动部
工作的吴翔如数家珍，他负责开闭幕式
服装、化妆、道具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从
去年开始，退休后的吴翔将自己当年保
留的工作证、奖牌、奖励证书等100余件
纪念品，融入各类宣讲中，让更多人了解
哈尔滨，了解亚冬会。

时光流转，新一代“尔滨人”接棒，为
冰雪之约全力以赴。

第四次踏上亚冬会的冰场，出生于
哈尔滨的王冰玉“解锁”了新身份——国
际技术官员。作为中国女子冰壶队选
手，王冰玉曾在2003年、2007年、2017年
参加过三届亚冬会。记录比分、测量壶
距、向运动员解释规则……裁判工作不

仅让她以不同的身份感受冰壶运动之
美，也更深入了解规则与细节，更好地推
动冰壶运动事业的发展。

在亚布力，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的口腔修复科医生刘鑫，担
任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
赛道长，他用医生特有的严谨与细致，筑
起一道安全防线。“在家门口参与亚冬
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要认真守
护好每一名运动员。”他说。

每一场重大赛事都少不了志愿者。
本届亚冬会赛事侧招募志愿者共计约
6000人，在各大场馆、媒体工作间，他们
的身影忙碌又可爱。

作为开闭幕式演出环节的内场志愿
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丛靖涵度过了第一
个“不在家的春节”。“每个人都在为亚冬
盛会默默坚守，让我感觉到满满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一路上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本届亚冬会即将闭幕，但冰雪运动
的热度仍在升温，一代代“尔滨人”接续
传承，为中国冰雪运动蓬勃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关于梦想的故事，仍在上演。

（管建涛 朱悦 杨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