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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

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

解到，圆满完成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11月

4日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

指挥部领导到机场迎接。

据了解，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

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

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

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

体集体见面。

新华社酒泉11月4日电 11

月4日2时15分，神舟十八号航天

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全部安全

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介绍，至此，“80后”乘组太空之旅

圆满结束，航天员叶光富重返“天

宫”的圆梦征程完美收官，刷新中

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纪录，

成为我国首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

一年的航天员。航天员李聪、李

广苏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综合新华社酒泉11月4日
电 11月4日01时24分，神舟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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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

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介绍，0时34分，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

指令，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轨道

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

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

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

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

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

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于2024

年4月25日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

接形成组合体。3名航天员在轨

驻留192天，创造中国航天员“太

空出差”时长新纪录，其间进行了

2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

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完成空

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多

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

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

各项工作，为空间站长期稳定在

轨运行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的数据

和经验；同时，还在地面科研人员

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

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

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

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今天凌晨，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和航天员乘组一同“回家”

的，还有一批新的太空实验样品。

太空科学实验能带来多大的

惊喜？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

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获悉，在神舟

十四号乘组任务期间，我国在国际

上首次完成了水稻“从种子到种

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获

得了成熟的太空水稻种子。如

今，这批太空水稻的种子已经在

大田里试种并即将迎来丰收。

历经三代稳定繁殖
两年前，6粒种子随问天舱开

启太空之旅，收到了59粒种子。

科研人员对这59粒种子视若珍

宝，从中选取了一些在人工气候

室内繁殖，获得了将近1万粒种

子；科学家们又在其中选出一部

分，拿到位于松江的作物育种与

栽培基地大田中繁殖。

“空间站获得的59粒水稻种

子是第一代，人工气候室繁殖获

得的近1万粒是第二代，农场大田

里即将丰收获得的是第三代。”中

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

通过对三代太空水稻种子开

展研究，科学家们取得了初步研

究成果。郑慧琼分析，天上收获

的有活力的种子，通过人工气候

室实验证明可以长出后代，表明

太空收到的种子有繁殖能力；而

在大田里能继续稳定繁殖，说明

在太空环境当中通过水稻来生产

粮食是可行的途径之一。

记者了解到，我国已实现在

太空种水稻，并且通过实验证明，

这些水稻的种子回到地面也具有

繁殖能力。后续，科研人员将对

太空水稻大田生长的产量和农艺

性状展开综合分析与评估。

“天上”“地面”有何不同
在开展空间培养实验的同时，

科研人员也在地面上设置了同样

的“盒子”，结果发现有很大不同：

在株型上，叶子的夹角在天上变得

特别大，不像地面植物长得很紧

凑。郑慧琼解释，叶子夹角的大

小对高密植物的种植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若是叶子之间互相遮挡，

就无法很好地进行光合作用。

据悉，科研人员对这一现象

进一步开展了分子生物学分析，

找到了一些关键基因。后续，科

学家可以通过分子途径来改造空

间植物，使它夹角变得跟在地面

时一样大，从而能高密度种植。

此外，科研人员发现在天上

种植的太空水稻的形态也发生了

改变。“从天上照相机拍摄的照片

可以观察到，稻壳大部分不能关

闭；而地面上的种子在授粉后，稻

壳马上就关闭了。”郑慧琼告诉记

者，“分析发现，天上的种子成熟

后稻壳不能关闭，主要是稻壳外

稃的尺寸变得细长所致。我们也

在研究其中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科研人员还透露，在空间环

境种植的水稻，营养成分发生了

变化，太空水稻吃起来有可能更

甜。“从太空回来的种子，葡萄糖、

果糖含量都显著高于普通的地面

种子；两者淀粉含量相差无几，但

组成有所不同，且太空水稻的蛋白

质含量更多一些。”郑慧琼认为，要

是把天上的种子煮成饭，吃起来应

该很甜。 本报记者 郜阳

在大田试种的第三代种子即将迎来丰收

太空水稻“吃起来有可能更甜”

本报讯（记者 易蓉）《“锈带复
兴”：从滨江蝶变探人民城市发

展》——今天上午，在上海人民城市

实践展示馆，一堂由同济大学第一

附属中学林小娇和复旦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黄昊峰共同执教的思政公

开课接力开讲。这也是复旦大学与

杨浦区推进“人民城市 ·大思政课”

整体试验区建设的具体实践。

《“人民城市 ·大思政课”整体试

验区行动方案》今天正式发布，复旦

大学携手杨浦区，将从人民城市理

念一体化理论研究、教育理念一体

化融入、特色一体化课程、深化教学

改革、打造一体化师资队伍、建立一

体化实践基地、完善一体化管理机

制等方面联合开展行动。

记者获悉，双方将依托学术与

实践资源优势，共建深度合作的联

合教研长效机制，致力于将人民城

市理念有机融入思政课程教学，为

教师提供一个跨学段、跨领域的专

业成长平台，通过路径和机制建设，

探索形成“人民城市 ·大思政课”创

新实践模式，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提供示范和引领。

以大课程设计为例，双方将共

同开发与人民城市理念相关的课程

内容和课程资源，设计螺旋上升的

“人民城市 ·大思政课”课堂教学体

系和实践活动体系，创新课程实施

方式，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有机衔

接；坚持开门办思政，构建课内课外

贯通、校内校外联动、线上线下融合

的人民城市思政大课堂，创新教学

方法和学习策略，计划每年形成30个

精品课例；整合资源建立中小学与

高校、企业、街道、场馆、科研机构等

实践场域的协同机制，创设开放共

享的资源库和案例库平台，打造20个

社会实践精品基地，研发100个经典

资源包；培育3个圈层的育人优质队

伍，包括提升“内圈”专职教师的思

政素养和专业技能，增强“中圈”辅

导员和班主任参与人民城市理念教

育的水平，优化由英雄人物、劳动模

范、大国工匠、专家院士、场馆讲解员

等组成的实践型“外圈”师资储备。

复旦大学携手杨浦区推进“人民
城市 ·大思政课”整体试验区建设

打造  个精品基地
培育3个圈层师资

神十八平安到家
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刷新多项纪录
“80后”航天员乘组顺利出舱并抵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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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备受关
注的张园东区二期改造工程，正式

启动大规模地下空间施工。记者获

悉，开发建成后的地下空间将涵盖

商业、停车、轨交换乘等多种功能，

为闹市区提供百余个停车位，实现

整个街区地上、地下空间的贯通，以

及与周边高楼、商场、街区的互联互

通，切实提升历史风貌区核心功能，

赋予百年“海上第一名园”新生。

位于南京西路历史风貌保护区

的张园，始建于1882年，至今已有

140多年历史。那里有28条弄堂和

170余栋、20余种不同风格的建筑，

是上海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种类最多的石库门建筑群，拥

有大量历史建筑和文保建筑。

历经4年改造修缮，项目一期

完工。张园西区自2022年11月开

业以来，日均客流保持3万人次，峰

值客流达8万人次，成为国际知名

奢侈品牌“首店”“首秀”“首发”的首

选之地，也是市民游客打卡、逛街、

聚会的好去处。

目前，张园东区正在进行修缮

保护，预计最快将于2026年底亮

相。之所以需要这么长时间，是因

为要在这个区域的下方开发地下空

间，用于地下停车、轨交换乘等。

2023年9月，张园东区启动最

大规模的组团式平移项目，就是为

了腾出地下施工空间。

为了实现文保建筑地下空间的

开发需求，项目工程师勘察了场地

内每个角落，为所有建筑进行3D量

体裁衣。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城市更

新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章谊说，工

程师根据室内施工可操作的限制高

度、门洞宽度及设计桩位尺寸，研发

了专为张园项目定制的小型“建筑

机器人”，如高度仅3.03米的自行走

低净空钻孔灌注桩桩机，可在保证

屋体结构不受损的基础上，把原本

无法打下的桩在“方寸之间”打入地

下。未来，还将有一大批“建筑机器

人”参与到张园的城市更新建设中，

实现智能化、自动化建造。

在张园东区建设完成后，东西联

动的张园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未

来，张园的业态分布将呈现“东静西

闹、沉浸无界”，利用街区天然优势，

开展多元混合、立体纵贯的综合性

规划，有效提升街区慢行体验品质。

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时筠仑表示，张园东区与众

不同之处是地下空间的开发，“共有

地下3层、8万平方米，可以解决轨

交换乘和停车问题，提供500余个

地下车位。其中，地下1层、2层为

商业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张园东区启动大规模地下空间施工

未来可停车和换乘轨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