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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近日，山东聊城某小学的陈
老师称，教室没有安装窗帘，导致
坐在教室两边的学生因为反光严
重，看不见黑板中间的多媒体
屏。每次上课只能让学生往中间
挤着坐。陈老师多次向学校反映
这一问题，建议购买窗帘遮挡，却
被校方拒绝。无奈之下她选择上
网发视频曝光，还称因此被校领
导多次约谈，由此引发社会关注。

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月  
日，当地教体局通报，该小学所有
教室的窗帘将在  月  日前全
部安装完毕，校长也已被暂时停
职。此外，陈老师所反映的被约谈

等问题也会进一步调查核实。
校长被停职，很多人拍手叫

好。这位校长或许怎么都不会想
到，因为教室装不装窗帘这样的

“小事”而被停职。而广大网友也
想不明白，给学生装个窗帘，有这
么难吗？明明是一件“小事”，为
何非要通过网络曝光、动用公共
资源、政府部门介入调查才能够
解决？

学校在处理问题上的拖延和
懈怠表明其管理上的漏洞，学校有
责任加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和
管理。比如，为窗户配备合适的窗
帘或遮光设施，避免阳光直射影响

学生视力，定期检查和维护多媒体
设备等。而这所小学，出现问题并
没有第一时间解决，却忙着“解决”
反映问题的老师，这种方式不仅荒
唐，而且会让问题更复杂。

表面上是装窗帘的小事，背后
则是无视学生权益和不作为。这
不是能力问题，更是作风和态度问
题，校方不尊重和支持老师为学生
争取权益，不仅损害了教书育人者
的形象，也无形中伤害了老师们的
教学积极性。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否则
我不会赌上自己后半生的职业生
涯。”这是陈老师发出的感叹。在

上网发布曝光视频前，陈老师曾多
次向学校提出申请安装窗帘，家长
也多次拨打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情
况。这声感叹中有许多无奈，但我
们更要为她的勇敢叫好。她为自己
的学生争取正当权利，顶着压力，不
惧怕得罪领导，尽到职责，称得上是
尽职负责的好老师。

学校，理应把孩子的教育和健
康成长摆在首位。正处于小学阶
段的孩子们，保护视力健康尤为重
要。角色互换，如果你的孩子长
期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又会作
何感想？连黑板都看不清，你还
会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吗？教育

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
的。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集中注意力，提高学
习效率。而一个昏暗、反光的教室
则会导致学生视觉疲劳，甚至会让
他们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因此，
陈老师反映的问题并非只是一件

“小事”，它关乎每一个学生的健康
和权利。

解决窗帘问题，而不是“解决”
说实话的老师，不要让说实话受到
伤害。就像通报里说的，针对事件
暴露出的问题要深刻反思，举一反
三，给陈老师一个公道，也给孩子
们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莫让说实话的老师受到伤害 解 敏新民眼

上午8时26分，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
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
令，神舟十七号3名航天员汤洪波、

唐胜杰、江新林领命出征。
11时14分，神舟十七号载人飞

船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并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第十二次载
人飞行任务拉开序幕。

汤洪波、唐胜杰和江新林将与
神舟十六号乘组进行载人航天工程
第三次乘组在轨轮换，6名航天员将
同时在轨短期驻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承担了神舟载人
飞船的电源分系统、对接机构分系
统、推进舱结构与总装、测控通信子
系统、总体电路分系统推进舱电缆
网及三舱配电器等研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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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备一”接续奋战
20年前，航天员杨利伟踏上首次飞天

圆梦的征程，神舟五号飞船在轨飞行14圈，

历时21小时23分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

的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那

天中国人走出了地球的摇篮，开始在逐梦

寰宇的远征中阔步前行。

20年来，从多人多天到出舱活动，从交

会对接到太空授课，从中期驻留到太空补

加，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先后突破掌握一大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当天

上宫阙有了日渐清晰的模样，对接机构能适

应对接目标从8吨至180吨各种吨位，以“次

次十环”的对接精度为航天员进入空间站搭

建起“太空廊桥”，并创造了与空间站2小时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这一世界纪录。电源分

系统开展了100多项技术攻关，研制出近百

项新材料、新器件、新技术，掌握了低轨高压

电源系统核心技术，实现了航天员在空间站

“用电自由”。

20年来，通过12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我国已成功将20位航天员、32人次送入太

空，任务成功率100%。神舟十七号顺利接

过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接力棒”。

“空间站运营阶段具有高密度、常态

化、多样化等特点，以前在发射场80至90

天完成一艘飞船任务，现在40至50天并行

完成两艘飞船的工作，时间大幅缩减，代表

着任务量翻番，这对试验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上海航天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试验

队副队长陈启忠介绍说：“目前，我国载人

飞船发射采用了‘发一备一’的滚动备份模

式，也就是发射一艘载人飞船，另一艘就在

酒泉进入待命状态，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待

命状态的飞船就能及时实施应急救援发

射，实现太空救援，所以神舟十七号早在神

舟十六号发射之时就在酒泉待命，现在轮

到神舟十八号进入‘站岗’状态。为了任务

并行推进，我们不断优化流程，发挥团队作

用，上海和酒泉两地远程协同。成功来之

不易，是大家争分夺秒、接续奋战的结果。”

驱动机构能力更强更安全
神舟飞船采用三舱一段结构，即由返

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附加段构成，虽然

神舟飞船的技术状态基本一致，但每艘飞

船都蕴含着探索与突破。试验队技术总负

责兼副队长、上海航天载人飞船副总师孔

旭东介绍：“神舟飞船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

下，所处的力学环境极为复杂，为了进一步

提升飞船在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不

断识别空间站运营阶段可能出现的各类风

险，对神舟十七号的驱动机构进行了升级，

确保载人飞船在轨稳定运行。”

升级体现在驱动能力变得更强，可以更

好地控制太阳电池翼完成跟踪、捕获等动

作。同时，供配电安全性更高，承载能力更

强，飞船驱动机构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承受发

射段的过载、振动和冲击，以及在轨段太阳电

池翼展开、飞行器变轨、对接、停靠、返回制

动、轨返分离等各种情况下的力学载荷作用。

神舟十七号的成功发射，也成为镉镍

蓄电池在中国航天器领域的收官之战，这

是神舟飞船使用的最后一批大容量镉镍电

池。自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以来，镉镍蓄

电池已成功为神舟飞船“服务”16次。神舟

一号到神舟七号应用了65安时的镉镍蓄电

池，神舟八号为了提升整船的供电能力，将

电池容量升级至70安时。

尤其在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上海

航天研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减记忆效应

措施研究，采取了一系列在轨控制措施，在

神舟十二号到神舟十五号的在轨与返回任

务中，镉镍蓄电池“表现出色”，目前在轨的

神舟十六号镉镍蓄电池也“发挥稳定”。

随着长寿命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的安全

性得到广泛验证，载人飞船采用该电池的

日程越来越近。在中国空间站进入常态化

运营后，神舟飞船后续将应用能量更高的

锂离子蓄电池，进一步满足型号任务需求，

通过电源技术的不断进步，为飞船的正常

运行持续提供可靠的保障。

为飞船总装做好“外科手术”
来自上海航天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总

装团队的金伟英先后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

舟十七号的所有总装任务，以及其中13次

发射任务。“以前，我们参加试验任务就像

参加‘高考’一样。现在，试验任务趋于常

态化，更像是‘月考’。”金伟英这样形容这

31年来的经历，“我们就是要把技术状态分

析透、操作规范摸清楚、质量控制把控住，

这样才能做到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交出

100分的答卷。”

飞船的设备和管路就好比人体的“神

经”和“血管”。在总装现场，就有这样一群

操作人员，有的负责“神经手术”，有的负责

“血管手术”。在驱动机构绝缘安装操作中，

“85后”设备总装吴文杰需要在不足0.5平

方米的舱内，依托2个踩踏点完成各项高难

度操作。操作中，他需要转身将近70度，在

高难度的姿态下“做手术”。为了缩短在舱

内的操作时间，他先是在设备安装前为舱

体贴上两层仅有25微米厚度的绝缘膜。随

后通过绝缘胶带将绝缘膜对中固定，通过2

个特制的定位销进行安装与微调。如此一

来，绝缘膜不仅平整无褶皱，还确保了驱动

机构和绝缘安装一次到位的技术要求。

为了做好这台“手术”，团队围绕型号

数字化工艺布局，提升面向产品的设计仿

真能力，不断打通数字化工作模式。在以

往的总装中，位于推进舱底部的机组导管

需要通过人工取样弯管来完成与配套单机

机械口的对接和安装。为此，“90后”管路

总装葛佳骏和团队开展了专项技术攻关。

经过比对每批次的导管数据，逐步缩小了

空间位置的对接范围，并提出根据接口位

置范围增加矫形余量的导管数字化研制的

建议，从而使得数字化技术对产品的控制

达到了更优的状态，实现了导管生产的一

次成型，大幅度提高了总装的效率和质量。

本报记者 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