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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出征！

  月是我国第  个敬老月，
在刚刚过去的重阳节，与老龄相关
的话题占据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单。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开展尊老
敬老活动，传递着各界对老年人的
关爱，以及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但在老龄化趋势加速的上海，对老
年群体的关注，不应只在敬老月、
老年节，而是应当成为我们的每一
天的日常。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上海全市  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   .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 %。这意味着，上海已步入重
度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时代
的到来，给医疗保障、健康服务、慢
病康复、失能照护、经济保障等都

带来挑战。如何让所有老年人都
能有一个健康幸福、充实且有尊严
的晚年，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也是一道政府、社会和家庭的
共答题。

让关爱老人成为日常，首先需
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必须为
老龄群体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实际
问题，将优质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
边，直达“痛点”、消除“堵点”、发现
“盲点”，聚焦“养、食、居”三大老龄
核心需求发力，打造为老民生服务
品质新标杆。

截至    年底，上海市已建
成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   家、社
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    家、居
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户，并计

划有序实现街镇全覆盖并向片区
延伸，旨在为老年居民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和个性化的服务。上海为
老服务网正在逐步被织密，为   
万老年人实现银龄幸福生活，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让关爱老人成为日常，同样需
要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在上海，
社会组织成为了汇聚各界力量，加
入助老、为老事业的重要载体。在
今年“重阳”期间，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及各区代表处将共计开展   
场“孝亲敬老”系列慈善公益活动，
预计服务社区老人约 . 万人次。
但重阳节已过，并不代表对老年人
的关爱结束，其中有不少活动已经
成为了常态。

  月   日，“百校慈善行
动——陪爷爷奶奶‘嘎讪胡’”项
目正式启动，孩子们来到养老院，
与老人们谈心聊天，共度重阳。看
着孩子们可爱的笑脸，老人们孤寂
的内心得到了极大宽容，同时他
们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与孩子们
分享。类似这样有意义的为老活
动，正在我们身边如雨后春笋一
般出现，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心人
士、公益团体加入、关注老龄事
业，呵护爱护老年人的社会氛围已
然形成。

让关爱老人成为日常，更需要
每一位市民树立正确的观念，特别
是对于一些传统偏见的摒弃。例
如，有一种“老人无用论”的观点近

年来时常被提起，觉得老年人不产
生社会价值已经“没用了”，照顾老
人是年轻人沉重的负担。这样的
想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评判一个
人的价值，本应该是多维的，人不
是工具，不应该因为所谓“有用”或
“无用”而区别对待。老人在壮年
时曾照料子女、拼命工作，今天对
老年人的照料，既可以看成是一种
回馈，也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未来命
运的关照。关心老人，就是关心未
来的自己。

“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是最
好的亲情，也是爱的传递与轮回。
这样的美好，既需要社会层面为老
建设的宏大叙事，也需要从生活中
的点滴出发，首先孝敬好自己的父
母，若有余力再为身边的困难老人
做一些事情，让敬老爱老蔚然成
风，在这样的老年友好型社会里，
天天都是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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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汤洪波、

唐胜杰和江新林组成，汤洪波担任指令长。这也是首

次由第二批航天员带领第三批新航天员执行任务。

    年，    年出生的汤洪波作为首批执行空

间站阶段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成员，亲历了“中国

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的历史时刻。时隔 年，他

又将成为重返“天宫”第一人，成为目前为止执行两次

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神舟十二号飞行

任务撤离时，我忍不住再次回到核心舱，看看自己精

心调试的设备，摸摸亲手安装的螺钉，真的很舍不

得。为了重返太空家园，过去两年中，我是在争分夺

秒中度过的，时刻提醒自己身体可以失重，但心灵永

远不能失重，唯有全力以赴才能不负梦想。”

汤洪波说，在太空飞行之中，危险无处不在。“航

天员即使睡着了，也要睁着一只眼睛，要做到前一秒

与周公握手，后一秒精神抖擞。作为乘组的指令长，

我感到肩上是沉甸甸的责任，但是我有信心、有决心、

有能力与两位战友一起圆满完成任务。”

汤洪波还对青年朋友说：“我从一名普通的山村

孩子成长为一名飞行员航天员，从而实现飞天梦想，

是因为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非常幸运。青年朋

友们要想向上生长，就要向下扎根，既要仰望星空，更

要脚踏实地。你的每一分努力和付出都会让你离梦

想近一点，再近一点。”

    年出生的唐胜杰说：“我的家乡甘肃自古以

来就有着敦煌飞天的神话传说，飞行也是我一直以来

的梦想和追求。时代给了我们追梦圆梦的舞台，实现

了从航空梦到航天梦的跨越。”

    年出生的江新林是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中

的另外一位“航天新人”。在入选第三批航天员之前，

他曾经开过坦克、驾驶过战机。他说，非常期待去太空

感受失重的乐趣。“我们有专业的训练团队，科学的训

练体系，完备的训练设施，训练过程。既安全又高效，

让我实现了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时代给我们提

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施展才干的舞台，我们将不负时

代以奋斗的姿态奋力奔跑。” 本报记者 叶薇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消息，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
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10月26日11时14分发射神舟十七号载
人飞船。执行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汤洪波、唐胜杰、江
新林3名航天员组成，汤洪波担任指令长。乘组包括1名第二批航天员和2

名第三批航天员，是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天员乘组。

神舟十七号
明天11时14分发射
最年轻乘组亮相

每一分努力
都会让你离梦想
再近一点
“

”

“神十六”乘组本月
31日回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

按计划，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6.5小时

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

舱三船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

七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七号货运飞

船、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计

划于明年4月左右返回东风着陆场。神

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本

月31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前，还将视光

照条件由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

绕飞拍摄空间站组合体，将有望在轨首

次获取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

貌图像，这将是第一张反映空间站全构

型的“工作照”。

“神十七”将首次开
展舱外试验性维修
神舟十七号飞行任务将首次进行空

间站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当前，空间

碎片日益增多，长期运行的航天器受到

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情况在所难免。前

期检查发现，空间站太阳翼也多次受到

空间微小颗粒的撞击，造成轻微的损

伤。当然，这是在设计考虑之中，目前，

空间站各项功能、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

但从面向空间站长期运行、验证技术能

力出发，此次任务将由神舟十七号航天

员乘组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试验性维

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天宫”构型将由
“T”升“十”
根据计划安排，中国未来将发射与

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天空间望远镜，开

展广域巡天观测。后续，还将适时发射

扩展舱段，将空间站基本构型由“T”字型

升级为“十”字型。计划中的扩展舱段将

上行多个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机柜和舱

外实验装置，扩大应用规模，满足空间科

学研究与应用新需求，同时也将升级航

天员在轨防护锻炼、饮食、卫生等设施设

备，提高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和健康保

障水平。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方案阶段

研制工作。

天舟升级可一次补
给两个航天员乘组
关于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情况，林

西强介绍说，虽然今年只有一次天舟货

运飞船任务，但现在空间站物资很充足，

不仅可以支持正常的航天员驻留、平台

的维护升级以及在轨大规模试验任务开

展，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额外支持航天

员驻留三个月。

补给策略是未雨绸缪，以后续将发

射的天舟七号为例，发射时在轨库存和

天舟七号上行量合起来，可以支持航天

员乘组在轨驻留一年。通过天舟七号进

行一次物资补给，可以支持神舟十七号、

十八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在轨任务。

目前，我国货运飞船的运载能力提

升，以往的货运飞船采用标准型货物舱，

从天舟六号开始采用的是改进型货物

舱，装载空间增加了约24%，装载重量提

高了约22%。

我国还建立天地联动的物资信息系

统，做到了精准补货。“我们研发了物资

设计寿命和设计使用模型，随着建造阶

段任务在轨数据的累积，模型越来越精

确，可对后续需求精准预估，做到缺什么

就补什么，不少带，也不多带，补给效能

不断提升，后续飞船的发射频次还有可

能进一步降低。”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进入定选阶段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已

于2022年全面启动，2023年3月，第四批

预备航天员选拔完成了初选阶段选拔工

作，共有一百多名候选对象进入复选阶

段。今年8月，完成了复选阶段选拔工

作，共有20余名候选对象进入最后定选

阶段。

其中，进入定选阶段的航天驾驶员

候选对象覆盖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

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候选对

象主要来自有关工业部门、高校和科研

机构。特别是有分别来自香港、澳门的

数名候选对象进入到载荷专家选拔的最

后环节，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

作。如果通过定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

载荷专家可于明年初进入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

载人登月任务正在
扎实推进
目前，我国拥有完备的近地载人空

间站和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有成熟

的航天员选拔训练和保障体系，有计划

明确的载人飞行任务，即每年2次常态化

实施。“我们已具备也做好了邀请国外航

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准备。

借此机会，我们向全世界发出邀请，欢迎

所有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及地区

与我们开展合作，一起参与中国空间站

飞行任务。”林西强说，至于载人登月任

务，目前，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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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载人月球车研制方案征集公

告发布后，国内各大高校、汽车企业、科

研机构反响热烈、踊跃报名，联合组建了

多个各具特色的“产、学、研、商”联合团

队开展相关方案设计，至公告截止日，共

有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单位组

成14个联合团队提交正式意向，11个团

队进入第一轮方案择优评审。目前，专

家组已评选出优势团队进入到下一轮方

案深化阶段工作。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