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JIANGXI DAILY4 2022年 7月 25日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谢彤宇 张建华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0791）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印刷单位：江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常庆华

红谷滩区

九龙湖初级中学

扎根乡村中学 24 年的红谷滩区厚田初

中物理老师谭义；从教 27 年，被同学们亲切

称作“常妈妈”的红谷滩区九龙湖初级中学副

校长常庆华；疫情期间“云端课堂”上的“大咖

教师”，南昌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

付继红；曾是竞技健美操国家一级运动员，在

教学路上“跑”出“冠军”的碟子湖小学体育教

师 朱 敏 …… 南 昌 市 红 谷 滩 区 日 前 评 出 的

2022 年“最美红谷滩教育人物”（10 人），凝聚

起红谷滩教育奋进的力量，营造了全社会尊

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据悉，这是红谷滩区正

式成立后首次评选“最美红谷滩教育人物”。

据了解，近年来，红谷滩区教体局整合省

内外优质名师资源，建立专家智库，制定出台

《红谷滩区教师素养三年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探索教育质量提升途径，全面加强新时代

师资队伍建设；出台《红谷滩区名师工作室建

设方案》，鼓励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组建自己

的名师工作室，今年新增 20 个名师工作室，

全区名师工作室共计 43 个；开展全区第三批

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评选，

目前已完成 150 名区级骨干教师评选工作，

将择优评出 21 名区学科带头人；推荐 26 名教

师参评南昌市第八批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首

批中小学信息化教学应用带头人，推荐 54 名

优秀教师参加南昌市中小学（幼）学科中心组

成员遴选……该局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

业化的教师队伍。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大力弘扬教师队伍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今

年 4 月开始，红谷滩区教体局在区属中小学、

幼儿园的在职教师、教育工作者中开展推选

“最美红谷滩教育人物”活动。

区属各学校、幼儿园充分挖掘单位先进

典型，区教体局对各单位推荐及社会征集的

候选对象进行汇总分类和资格审核，组织评

审小组，对所有符合条件推荐对象的事迹材

料进行评审，同时，首次将日常教育教学成绩

和学生家长评价作为评选的重要依据，并征

求相关部门对提名人选的意见后进行公示。

经过认真推选，常庆华、凌菲、刘克群、黄

琴、付继红、朱敏、廖菁、谭义、付小芳、曹艳

10 人被推选为 2022 年“最美红谷滩教育人

物”。他们有的扎根乡村或教育资源薄弱的

学校，默默奉献，不计得失，甘为人梯，在平凡

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有的长期扎

根于教育教学一线，具有终身从教的职业理

想，忠实履行教师岗位职责；有的关心关爱学

生成长，师德高尚，言传身教，爱生如子；有的

刻苦钻研本职业务，努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业务精湛，成绩显著……他们的事迹感人，令

人动容，有力地推动了红谷滩区教育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为打造“学在红谷滩”品牌奏响

了红谷滩教育人的最强音。 （周再奔）

10人获评2022年“最美红谷滩教育人物”

凌 菲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红谷滩分校

黄 琴

红谷滩区

腾龙学校

朱 敏

红谷滩区

碟子湖学校

付继红

南昌凤凰城

上海外国语学校

廖 菁

红谷滩区

凤凰学校

付小芳

江西师大附属中学

红谷滩滨江分校

谭 义

红谷滩区

厚田初级中学

曹 艳

红谷滩区

富源幼儿园

刘克群

南昌市育新学校

红谷滩分校

新华社海南文昌 7 月 24 日电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 ，搭 载 问 天 实 验 舱 的

长 征 五 号 B 遥 三 运 载 火 箭 ，在 我 国

文 昌 航 天 发 射 场 准 时 点 火 发 射 ，约

495 秒 后 ，问 天 实 验 舱 与 火 箭 成 功 分

离 并 进 入 预 定 轨 道 ，发 射 取 得 圆 满

成功。

记 者 从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了 解 到 ，这 是 我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立 项 实 施 以 来 的 第 24 次 飞 行 任 务 ，

发 射 的 问 天 实 验 舱 是 中 国 空 间 站

第 二 个 舱 段 ，也 是 首 个 科 学 实 验

舱 。 问 天 实 验 舱 由 工 作 舱 、气 闸 舱

和 资 源 舱 组 成 ，起 飞 重 量 约 23 吨 ，

主 要 用 于 支 持 航 天 员 驻 留 、出 舱 活

动 和 开 展 空 间 科 学 实 验 ，同 时 可 作

为 天 和 核 心 舱 的 备 份 ，对 空 间 站 进

行 管 理 。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

序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

舱开展工作。

执 行 此 次 发 射 任 务 的 运 载 火 箭

及问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所 属 的 中 国 运 载 火 箭

技 术 研 究 院 和 中 国 空 间 技 术 研 究 院

抓总研制。

（记者李国利、黎云、张瑞杰）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7 月 24 日下午，随着长征五号 B 遥三运载火箭

冲上云霄，我国空间站建造阶段首个实验舱，也是

我国迄今为止发射的最重航天器——约 23 吨的问

天实验舱发射升空。

问天实验舱舱体总长 17.9 米，直径 4.2 米，比天

和核心舱更“强”更“壮”；还拥有三个“独门神器”：

航天员专用的出舱区——气闸舱；操作更灵巧、精

细的小机械臂；可以为整个空间站收集能量的柔性

太阳翼。

气闸舱、小机械臂、柔性太阳翼
解析问天实验舱的“独门神器”

问 天 实 验 舱 所 携 带 的 太 阳

翼，是目前国内最长最大的柔性

太阳翼，刷新了我国航天器在轨

使用太阳帆板的纪录。

据 张 昊 介 绍 ，问 天

实 验 舱 太 阳 翼 单 翼 展

开 阵 面 加 上 一 些 安 装

结构，长度接近 28 米，

两 个 太 阳 翼 全 部 展

开将近 56 米，比空间

站 三 个 舱 组 合 在 一

起 的 舱 体 尺 寸 还 要

大，且一个太阳翼阵面面积可达

100 多平方米，将有效收集更多

的 太 阳 能 ，为 空 间 站 运 行 提 供

充足的能源。

“这么大的太阳翼单翼发电

功率 9 千瓦，双翼可达 18 千瓦，日

平均发电量超过 430 度。与核心

舱交会对接完成后，可以满足整

个空间站的用电需求。”张昊说。

问天实验舱的太阳翼面积

大、柔性也大。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问天实验舱 GNC 分系统

副 主 任 设 计 师 宋 晓 光 说 ，这

个 太 阳 翼 只 比 衣 服 硬 一 点 ，而

且 采 用 了 双 轴 控 制 ，在 舱 体 姿

态 不 做 调 整 的 情 况 下 ，就 能 随

时调整朝向。

空间站在轨建造完成后，天

和 核 心 舱 的 一 个 太 阳 帆 板 将 转

移到问天实验舱资源舱的尾部，

届时，问天实验舱将成为名副其

实的“主发电站”，为组合体源源

不断地供电送能。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赵叶苹、

张瑞杰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 24日电）

■柔性太阳翼：是目前国内最长最大的一个

与天和核心舱一样，问天实

验 舱 也 搭 载 了 一 个 机 械 臂 。 相

比 于 核 心 舱 配 备 的 展 开 长 度 达

10 米、最大承载质量 25 吨的大机

械臂，问天实验舱的机械臂要显

得更“短小精悍”。

张昊介绍，大机械臂手臂够

长，转移范围更大，作业半径近

10 米；力气够大，简直是一个“大

力士”，可以抓住并转移一个完整

的航天器。

相比之下，问天实验舱的小

机械臂长度约 5 米，承载能力为

3 吨，但这个“小手”的设计目的

就是抓握中小型设备，进行更为

精细化的操作。

比如，它可以在不需要航天

员出舱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舱外

载荷的安装、更换等照料操作，

可 以 有 效 节 省 航 天 员 在 轨 工 作

负荷。

大 小 机 械 臂 还 可 以 组 合 使

用，组成约 15 米长的组合臂，开

展更多的舱外操作。“我们可以将

大小机械臂视为人的两只手，互

相交接东西，协作使用；也可以将

两只手臂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

长的机械臂，可以进行覆盖整个

空间站表面的一些操作和爬行需

求。”张昊说。

■小机械臂：“短小精悍”，可独立完成舱外照料

空间站任务开启后，我国航天员已经进行了

多 次 出 舱 活 动 ，天 和 核 心 舱 上 的 出 舱 口 名 为“ 节

点 舱 ”，兼 具 航 天 器 对 接 与 停 泊 及 航 天 员 出 舱 多

项 功 能 ，舱 内 设 备 、管 路 和 电 缆 较 多 。 问 天 实 验

舱升空后，航天员今后出舱活动就有了一个专用

出舱区——气闸舱。

据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体主任设

计师张昊介绍，气闸舱是一个内圆外方的舱体，具

有舱容更大、舱门更宽、舱内更整洁等特点。未来，

气闸舱将成为整个空间站系统的主要出舱通道。

航天员在节点舱的出舱活动空间大概是七八

个立方米，气闸舱可以达到十二三个立方米；气闸

舱比节点舱更加整洁，舱内只配置了与出舱相关的

设备，没有其他管路电缆的羁绊；舱门直径达 1 米，

比节点舱舱门直径大 15 厘米。

“航天员从这里进进出出，可以更舒展、更从

容，还能携带大个头的设备出舱工作，出舱能力大

大提升。”张昊说。

问天实验舱共有 22 个标准载荷接口。未来十

年，在空间站搭载的科学实验载荷，可以通过机械

臂精准“投送”到自己对应的标准载荷接口位置，

“即插即用”，可以不需要航天员

出舱进行人工操作。

■气闸舱：航天员的专用出舱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刚摄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