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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王友恒 近

日，河南省清丰县举办2023年秋季退役军人返乡

欢迎仪式暨就业专场招聘会。

　　清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任文刚在欢迎仪

式上表示，希望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家乡改革

发展，当好创业致富的拓荒者，用实际行动诠释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情怀。

　　清丰县委常委、县人武部上校部长赵汝洪指

出，要不断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为退役军人和

用人单位搭建双向交流平台，帮助他们早日就业

创业。

　　在就业专场招聘会现场，前来参会的退役军

人仔细查看招工企业信息，详细咨询岗位要求，寻

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各招聘企业为前来求职的退

役军人提供相关政策与业务咨询服务。

  此次就业专场招聘会共有60余家企业提供消

防救援、教育辅导、交通运输等300余个就业岗位，

50余名退役军人与招聘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下一步，清丰县委、县政府将积极探索新思

路、新方法，通过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开展合

作，多渠道、多途径在企业和退役军人之间搭建桥

梁，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岗位，更

好地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优抚优待、帮扶救助

等各项政策。

河南清丰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图为9月14日

第六届中国天津国

际直升机博览会

上，陆军“风雷”飞

行表演队直-10武

装直升机进行飞行

表演。

本报通讯员 

张永进 摄 

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闭幕

陆军垂直起降无人机等首次亮相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9月18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官兵走进合肥市长江路

第二小学，与该校师生一起开展九一八纪念活动，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图为武警官兵为小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本报通讯员 徐伟 摄    

  图为9月14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开幕式上，陆军“风雷”飞行

表演队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发射干扰弹。    本报通讯员 张永进 摄  

图片新闻

武警官兵进校园开展九一八纪念活动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退役军人工作档案是党史、国史、军史的重要

内容，做好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档案工作具有十分

重要意义。

　　记者近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近段时

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档案部门着眼退役军人

工作全局，充分发挥档案服务保障作用。该部门

搜集整理档案资料，编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退役军人工作发展史》。在指导全系统采集4200

多万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工作基础上，

常态化推进建档立卡，实现全国退役军人信息数

据集中统一管理，为全面做好退役军人及其他优

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发放、退役军人名录和退役军

人事迹载入地方志提供基础数据支持。指导系统

深入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退役军人人事档案管

理利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规范退役军人人事

档案管理利用工作，更好维护退役军人合法

权益。

  同时，退役军人事务部档案部门联合军地有

关部门开展英烈档案资料收集、整理、遴选工作，

常态化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不断完善中华英烈

网“烈士英名录”信息，全力推进抗日英烈名录专

题数据库建设，让烈士英名长留天地间。

　　该部门持续加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档案治理

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建设和信息

化应用，以档案工作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赴

中央档案馆调研，现场了解运用馆藏档案服务中

心大局的有效做法，学习借鉴档案库房管理的先

进经验。

  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档案部门深入开展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自评，启

动部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

案保管期限表三合一制度编制工作，指导各单位

认真细致做好年度归档，完善档案管理系统建

设，全面推广使用档案查询利用子系统，高标准

完成办公新址档案用房建设。编辑出版《中国退

役军人事务年鉴》《退役军人事务部基本制度汇

编》《退役军人事务部保密制度文件汇编》。围绕

“6·9”国际档案日等时间节点，张贴宣传海报、印

发工作手册、组织知识竞赛，推动档案工作知识、

常识深入人心。

核技术助力共建美好家园
第二届中国—东盟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蔡金曼 牛大力

9月16日，由国家原子能机构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和平利用核

技术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南宁市举办，论坛

以“‘核’美家园”为主题。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刘敬在论坛上指

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核能与核技术应用领域

不断深化合作，为各国提供可靠的核技术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案，促进核能与核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以实际行动支持各国和平利用核技术事

业发展。

  刘敬强调，中国与东盟已达成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行动计划，正向着共建“五大家园”目标

坚定前行。通过论坛，共建务实有效的合作机

制，共推特色鲜明的合作项目，共育知核懂核

的专业人才，共创和谐友好的合作环境，让核

技术为东盟各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

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

　　会上，国家原子能机构发布了“核技术助力共

建美好家园——— 中国方案”。中国同位素与辐射行

业协会发布了6项中国—东盟和平利用核技术合

作示范项目。有关涉核企事业单位与东盟国家及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作伙伴签署了10份相关合作

文件。

  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加深了东盟国

家对中国核能技术产品和服务、核技术应用的了

解，促进东盟国家与中国在核技术应用、清洁能源

等领域的商贸往来与务实合作，进一步助力核能

与核技术和平利用，共谋绿色发展。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狄伯文 李好 9月

17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

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

直升机博览会（以下简称天津直博会）在天津市空港

经济区落下帷幕。本届天津直博会为期4天，20余个

项目签约落地，交付、成交和意向成交直升机62架，

涉及金额近30亿元，吸引来自国内外6万人次到场

观展。

　　全球主要直升机主机厂和配套企业全部参展，包

括航空工业、空客、俄直、贝尔、莱昂纳多等全球六大

直升机主要制造商，以及中国航发、法国赛峰、美国柯

林斯、加拿大普惠等全球知名发动机和配套生产、服

务企业，一批国际企业负责人来津参展和参观，参展

企业数量超过350家。航空工业集团和陆军重装亮相，

携带最新直升机和产品参展参演。

　　本届天津直博会参展参演飞机共65架，直-11WB、

AW189、旋戈500C无人机，陆军KVD型多用途无人机、

垂直起降无人机等均为首次亮相，中国航发的涡轴-16

发动机、氢燃料发动机也十分亮眼。

　　陆军共安排14型79架（套）装备参展，包括多型直

升机及配套武器平台。其中，首次展示宽体运输直升

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同时，在室内场馆设有模拟飞

行体验区，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

　　在开幕式的飞行表演环节，陆军“风雷”飞行表演

队以“八一”字样通场飞行拉开帷幕，先后向观众演示

了军魂永驻、三机芭蕾、筑梦追心、尾追螺旋等8个课

目的特技飞行动作，精彩绝伦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掌声

不断，充分展示了陆军航空兵部队转型建设和实战化

训练成效。

　　天津直博会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直升机专

业展会，自2011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5届，为全球直升

机厂商提供了装备展示、技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国

际直升机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本届直博会作为时隔4

年回归的精彩盛会，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国产直升机产

业砥砺奋进的发展成就，也见证了新型陆军战建备一

体建设和航空装备发展的铿锵步履。

退役军人事务部档案部门
进一步规范档案管理利用

  图为9月14日第六届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开幕式上，陆军“风雷”飞行

表演队队员准备起飞。             本报通讯员 张永进 摄

航天新征程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9月12日9时13分，圆满完成既定任务的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已受控再入大气层。货运飞船绝大部分器部

件在再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落入南太

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据介绍，随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搭载上行的多项空

间应用项目进展顺利，取得可喜成果，为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的运营管理积累了重要经验。其中，天舟

五号货运飞船于2022年12月18日成功释放“澳门学生

科普卫星一号”立方星，目前该立方星在轨运行稳定，

为粤港澳大湾区、海峡两岸及全球各地业余无线电爱

好者提供了良好航天科学实践平台，有力推动了内地

和澳门在航天科普教育方面的深度合作和交流互动。

按计划，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合作，面向澳门青少年

开展更广泛、更丰富的航天科学交流活动，不断推动

澳门科技创新，为澳门培育多元发展新动力。

　　此外，空间氢氧燃料电池在轨实验取得成功，初

步验证了燃料电池能源系统在轨舱外真空、低温及微

重力条件下发电特性、变功率响应规律以及电化学反

应的界面特性，为空间燃料电池能源系统研制和关键

技术攻关提供了重要数据和理论支撑，未来将推动宇

航燃料电池应用发展，为推进我国载人探月任务提供

有力支持。空间高能粒子探测载荷完成首次舱外探测

任务，该探测载荷是国际首次在空间探测领域突破了

新型无机激发体探测关键技术，实现了高效中子测量

和高精度中子/伽马射线甄别；未来将持续开展空间

轨道各类带电粒子、中子及粒子辐射效应探测，为开

展相关空间科学试验和工程应用等提供关键参考参

数，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应用价值。

　　为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促进前沿科技发

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从2021年底开始面向社

会征集货运飞船搭载项目，目前已有三批次应用项目

搭载进入太空开展实（试）验。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将持续面向社会征集搭载项目，进一步发挥

载人航天工程综合效益。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圆满完成使命

文昌发射场已具备新一代运载火箭高密度发射能力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黄国畅 胡煦劼

  9月12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受控再入大气层。从

“天舟一号”到“天舟六号”，文昌航天发射场综合测试

发射能力持续跃升，迎来举世瞩目的新称号——— 中国

“天舟”出发港。

　　我国所有天舟货运飞船都是从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升空。组建至今，发射场已经成功发射6艘天舟

飞船，其中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突破掌握

货物运输、推进剂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标志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第二步圆满收官。其余5艘货运飞船均与

中国空间站成功对接，为航天员送去大量工作、生活

物资。

　　经过这些年建设发展，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了国

内最大最先进的航天低温加注系统，培养了一支经验

丰富的指挥操作队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使用和

管理经验，实现了加注全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实

现了测试发射的信息化和集约化。目前，已经具备我

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高密度发射能力。

　　随着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文昌航

天发射场将成为发射天舟货运飞船的常态化出发港。

　　未来，中国航天还将迎来一系列重大突破，其中

很多都将以文昌航天发射场为舞台。“建设世界一流

航天发射场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后续文昌航天

发射场将按照国家发展规划，围绕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重型火箭等重大工程开展配套设备设施建设，

为中国航天未来的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等提供有力支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领

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