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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推进新建黄桶至百色铁路工程（镇宁段）建设，现拟征
收江龙镇水洞村、荣兴村、锦绣村、木志河村、和谐村铁路沿线土
地。凡位于该项目范围标有“迁坟”标识的所有坟墓均需要迁出。

请上述范围内的坟墓家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7
月28日止将坟墓迁出后到江龙镇征地工作小组办公室办理迁坟
补偿手续。坟墓迁往公墓或符合殡葬改革规划地点，逾期未迁出
的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韦 宇：13985710020（锦绣村、木志河村）
吴学猛：18334139160（和谐村）
彭 洋：18684199507（水洞村、荣兴村）

江龙镇征地工作小组办公室
2024年6月25日

尊敬的广大村民朋友：
因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岗乌80MW风电项

目建设需要，且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岗乌
80MW风电项目拟对规划区域内的土地依法实施征
收，该区域内的所有坟墓需予全部迁出，现将相关事
宜告知如下：

一、迁坟范围
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前进村老鹰岩石垭口、大甘寨

水井湾、轿子山、月亮塘区域内。
二、迁坟时限
已完成土地测量区域内所有的坟墓自公告之日

起至2024年7月10日前由坟主亲属自行将其迁出。
三、迁坟要求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以上区域范围的坟主

及其亲属尽快与关岭自治县沙营镇前进村委会联系，
办理迁坟事宜。

2、以上范围内的坟主及其亲属在规定的时间内
必须将坟迁出，逾期未迁出的视为无主坟，将由相关
单位统一进行迁出。

3、如有疑问，可直接拨打联系电话。联系人：周
正炜，电话号码：1512130433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回
复您。

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公示期：2024年6月25至2024年7月10日
特此公告

关岭自治县沙营镇人民政府
2024年6月25日

遗失声明
●遗失普定县张艳艳辣椒店公章一枚（编号：5204220112092），声
明作废。
●遗失贵州泰隆裕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安顺市盛夏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
人吴航航私章，声明作废。
●刘娟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质保金
1张，收据编号：SK19111903513697（依玛18000元），声明作废。
●姜东燮遗失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安顺分公司质保
金 3张，收据编号：SK21071506453963（AO史密斯 5000元）、
SK21090706723595（AO史密斯10000元）、ZY21121300789537
（科凡18000元），声明作废。
●王昌华遗失贵州安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据，收据号：
0002112（120000元）、0002145(280000元)、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本
（合同编号：AP-16-013），声明作废。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岗乌80MW风电项目迁坟通告 迁坟公告

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重要
时点！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携带
月球背面样品成功返回地球，历时53
天、38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创造中
国航天新的世界纪录。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电中强调：“嫦娥
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
样返回，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从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
陆，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
返回；从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
标，到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全面推进，中国
深空探索的脚步迈向更远，愈发坚实。

前无古人的航天壮举

千百年来，我们望月抒怀，看到的只
是月亮的正面。始终背对我们的那一
面，神秘而古老。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已经
开展100多次月球探测、10次月球正面
采样返回，但对月球起源和演化过程，仍
存在许多疑问。鲜有涉足的月背，也许
藏着新知。

与较为平坦开阔的月球正面不同，
月背布满沟壑、峡谷和悬崖。嫦娥六号
的着陆区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被
公认为月球上最大、最古老、最深的盆
地。从这里采集年代更久远的月球样品
并加以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
颗星球。

回望过去，更能看出嫦娥六号承先
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2019年1月，嫦娥四号突破月背着
陆这一世界难题；2020年12月，嫦娥五
号从月球正面北半球成功采回迄今“最
年轻”的月壤。

探月工程历时17年的“绕、落、回”
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中国人有了到月
球背面南半球开展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
底气与信心。

2021年9月，探月工程四期启动实
施，任务主要目标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
站基本型。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能见到前
人没有见过的风景。

美国布朗大学学者詹姆斯·黑德说，
如果没有从月背带回的样本，科学家们
就无法彻底了解月球作为一个完整天体
的情况，“嫦娥六号带回的样本将使相关
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航天事业
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此次，嫦娥六号
搭载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的4
个国际载荷，同步开展月球探测和研究。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中国
航天将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
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敞开胸怀、打开大
门，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道，组织实施好
后续重大工程任务。

敢为人先的宇宙接力

5月3日17时27分，海南文昌。长
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托举嫦娥六号探测
器向月球飞驰而去。

探测器稳稳落月的“轻盈”身姿，于
月背竖起的五星红旗，“挖土”后在月面
留下的“中”字……这场持续53天的“追
月大片”，一幕幕场景令人记忆犹新。

月背采样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
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嫦娥六号采
用嫦娥五号成熟技术，硬件产品技术状
态已经确定，约束条件非常苛刻。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研制人员
开展了大量适配和优化设计，攻克了月
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
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多项关键技术，成就
了这场精彩绝伦的宇宙接力。

——架起地月新“鹊桥”。月背不仅
是我们从地球上观测不到的“秘境”，更
有着“不在服务区”的烦恼。

今年3月率先发射的鹊桥二号中继
星，在上一代鹊桥号中继星的基础上实
现了全面升级，不仅提高了通信覆盖能
力，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任务扩展能
力，为嫦娥六号和探月工程四期等后续
任务提供功能更广、性能更强的中继通
信服务。

——实现月背“精彩一落”。6月2
日6时23分，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
组合体，稳稳落在月背表面。

完成落月只有一次机会。主减速、
接近、悬停避障、缓速下降……15分钟

内，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蕴含通信、选址、
轨道设计、发动机协同、视觉避障等科研
智慧和经验。

——“挖宝”主打“快稳准”。6月2
日至3日，嫦娥六号顺利完成采样，将珍
贵的月背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
贮存装置中，完成“打包装箱”。

经受住月背温差大和月壤石块含量
高等考验，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
种方式采集月球样品；快速智能采样技术
将月面采样工作效率提高30%左右。

——月背起飞“三步走”。6月4日7
时3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
自月背点火起飞，先后经历垂直上升、姿
态调整和轨道射入三个阶段，成功进入
预定环月轨道。

月背起飞相比月面起飞，工程实施
难度更大，在鹊桥二号中继星辅助下，嫦
娥六号上升器借助自身携带的特殊敏感
器实现自主定位、定姿。

——月背珍宝搭上“回家专车”。6
月6日14时4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成功
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完成月球轨道
交会对接。

上升器和轨道器同时在轨高速运
动，轨道器必须抓住时机，捕获并紧紧抱
住上升器，完成对接。应用抱爪式对接
结构，仅用21秒完成“抓牢”“抱紧”动
作，从而实现月背珍宝的“精准交接”。

“嫦娥六号开展了我国当前最为复
杂的飞行控制工作，将为后续更多月球
探测、深空探测任务打下技术基础。”嫦
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

逐梦深空的探月精神

6月25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阿
木古朗草原，湛蓝的天幕之下，一顶红白
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嫦娥六号
返回器到家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激动的人群
中，一位白发老者引人注目。

他就是主持我国月球探测运载火箭
选型论证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
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尽管已是
八旬高龄，探月工程的每一次重要节点，
他仍坚持到现场见证。

“17年来，‘长征’火箭以全胜成绩

六送‘嫦娥’飞天，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我们还要积累经验、再接再厉，向
下一次成功发起挑战。”这位已经奋战
61年的航天老兵豪情满怀。

作为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
航天系统工程之一，探月工程不允许有
一颗螺丝钉的闪失。20年来，我国探月
工程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跨越，都凝结着
数千家单位、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的心血
和智慧。

嫦娥六号任务周期长、风险高、难度
大，更要迎难而上。

嫦娥六号研试期间，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杨孟飞几乎
全程坚守在发射场，不时对任务试验队
员们提出“刁钻”问题。

“不是说‘合格了’就万事大吉，对问
题要思考琢磨、深入理解。”杨孟飞常勉
励年轻人要敢于较真。

总体电路是嫦娥六号轨道器的血管
和神经，总体电路的“掌舵人”所明璇带
领团队在发射场完成226个接点、65束
电缆和11项专项测试，全面保障轨道器
的“身体健康”。

在嫦娥六号轨道器总装任务中，“90
后”技术负责人陈文成和“95后”徒弟顾
伟德从零部件开始跟产，创造性实现产
品重心前移和全周期管理，完成多项工
艺改进工作。

伟大实践催生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推动伟大实践。

一代代航天人不断刷新月球探索新
高度，接续书写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
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今天，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收官，月背
土壤科学研究即将开启。一份争分夺秒
的时间表，更新了中国探月的任务书——

2026年前后发射嫦娥七号，开展月
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2028年前后发
射嫦娥八号，开展月球资源原位利用技
术验证；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
球；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
型……

正如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
所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的那一刻
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大门一经打
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新华社三亚 6月 25 日电
中国旅游研究院25日在三亚发
布了《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
（2023-2024）》。报告显示，
2024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
态势持续向好。

中国旅游研究院在三亚举
行的2024海外旅行商海南行
营销活动中发布的报告表示，
海外游客对来华航班和住宿的
搜索量显著提高，潜在来华旅
游需求空前高涨。伴随国际航
线不断恢复、入境便利度进一
步提升、入境旅游供应链持续
修复以及各级旅游目的地市场
主体的积极推广，我国入境旅
游市场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乐
观情况下，2024年外国人入境
市场有望恢复到2019年的八
成，港澳台入境市场将实现全
面恢复。

报告指出，中国文化和美
好生活体验构成目的地的核心
吸引力。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入境游客满意度专项调查，超
过六成的受访者将体验中国文
化作为来华旅行的主要目的。
美食、医疗保健、购物等构成的
美好生活也是来华游客的主要
体验内容。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外国人来华数量同比增长3倍多；累计签发外国
人签证证件46.6万人次，同比上升118.8%；免签
入境外国人198.8万人次，同比上升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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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6月25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法治宣讲

团工作人员走进兴化市第一中学，通过展示仿真毒
品模型给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将至，各地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增强群众防范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据新华社

月背“挖土”“广寒”探秘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纪实

□新华社记者

全民禁毒 从我做起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25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

去年10月草案一审稿提请审议后，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草案二审稿
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明确了加强文物
普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管理等内容。

看点一：加强文物普查和专
项调查

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
国分别从1956年、1981年、2007年开
始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起开展。
此外，我国还针对长城、石窟寺等开展
了专项调查。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加强文物普
查和专项调查，提高文物保护信息化建
设水平。“我国资源类立法普遍都有调查
制度，如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在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开展之际，进
一步确立国家开展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
的法律地位，对于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
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
源管理体系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文物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陆琼说。

专业人才队伍是文物事业长远发
展的基础。针对我国文物人才队伍在
数量、结构与质量等方面存在短板，与
文物资源体量不匹配的现状，草案二审
稿明确了国家加大考古、修缮、修复等
文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

看点二：突出和完善与中国
共产党有关文物的保护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
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立法是近年来文物
领域地方立法的重要方面。据统计，全
国已经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红色资
源保护传承的地方性立法，为国家层面
加强立法保护提供了丰富实践和有效
探索。

草案二审稿在总则中增加了“对与
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
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有关
的文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
强保护”的内容。

“草案二审稿将与中国共产党有关
文物的保护单列一条，并增加‘伟大建党
精神’的表述，体现了鲜明的立法导向。
草案二审稿中的这一规定，使得革命文
物的内涵更加丰富。”中国共产党早期北
京革命活动纪念馆馆长杨家毅说。

看点三：加强文物消防安全
管理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火
灾事故一直是文物安全的重要威胁，近
年来国内外博物馆、文物建筑多次发生
火灾，导致文物损毁严重，文物消防安
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5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消防救

援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迅速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改，切实消除
文物安全隐患问题，切实提升消防应急
处置能力，加大安全事故追责问责力
度，切实提升文物消防安全意识。

对此，草案二审稿专门增加了相关条
款，明确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
人应当加强用火用电用气等的消防安全
管理，采取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措施。

“从法律上明确增加相关主体的文
物消防安全职责，坚决筑牢安全防线，
对加强不可移动文物消防安全管理具
有重要意义。”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张
克贵表示。

看点四：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
来。深入挖掘文物价值，有利于讲好中
国故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脉在创新
中赓续绵延。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若干让文物活
起来的举措。比如，规定为保护不可移
动文物建立的博物馆等单位，应当加强
对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开展
有针对性的宣传讲解；鼓励和支持文物
收藏单位收藏、保护可移动文物，开展
文物展览展示、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等
活动；对在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工作中做
出重大贡献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
表彰、奖励等。

与草案一审稿相比，此次提请审议
的草案二审稿明显加强了对博物馆和
馆藏文物的关注。“草案二审稿规定文
物收藏单位应当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
务水平。这也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主管
部门加大对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创造更
好的政策环境，推动博物馆为全社会提
供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优质服务。”山
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常说。

看点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
量参与文物保护事业

文物保护不仅是某家单位或机构
的事，也不仅是某个专业群体的事，需
要社会各方共同行动起来，积极参与。

草案二审稿明确国家健全社会参
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
护的积极性，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文
化遗产保护，并在表彰奖励、文物认定、
行政管理等方面作出细化规定，为社会
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提供制度支撑。

“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比如，公民可以提出核定公布文物保护
单位或者登记公布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的建议，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更加关注
和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公平对待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非国有文物收藏
单位，是对非国有博物馆群体的极大鼓
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云霞
建议，下一步可在税收等政策优惠方面
规定得更加明确，进一步完善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的文物工作格局。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五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施雨岑 杨湛菲

（上接3版）
“总书记今天提出要全面深化科技

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
设，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这对我们
打造‘科创雨林’优质生态环境意义重
大。”闫占峰说。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国家科学技
术奖评选中，来自企业的科研成果获
奖逐年增多，企业日益发挥创新主体
作用。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少明对总书记提出的“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有感触。

“当前我国新材料产业面临诸多
‘卡脖子’问题，根源在于科技创新的引
领还不够强。”张少明说，要进一步发挥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供给的“主力军”作
用，推动政产学研金用深度融合，聚焦
AI驱动下的研发范式迭代，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殷殷嘱托，从人民大会堂传向祖国
各地，激励薪火传承之志——

“瞄准性能更先进的下一代雷达奋
力攻关，让祖国母亲的‘眼睛’能够看得
更高、更远、更清晰。”在中国电科第十
四研究所，86岁高龄的雷达专家贲德院
士坚持在科研一线指导学生。

在贲德院士亲自指导下，平均年龄
不到35岁的微波光子青年攻关团队不
断啃“硬骨头”，掌握多项核心技术，实
现微波光子系统关键性能质的提升。
一位青年科研人员说：“老一辈科技工
作者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继续前行。”

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2022级博士
研究生刘牧耕正在进行大语言模型智能
体应用软件的开发和部署工作流研究。

“置身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代，广
大青年学子肩负着党和国家的时代重
托。”他说，“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进一步瞄准前沿热点和国家战略需求，
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为建设
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力量！”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