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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 本报通讯员 顾航瑜

　　1月17日22时27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以下简

称火箭院）抓总研制的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

箭，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

　　长七火箭是专门为载人航天工程发射货

运飞船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从2016

年6月25日首飞起，火箭院研制的长七火箭就

备受关注。这一次，长七火箭第7次顺利将天舟

货运飞船送入太空。

确保空间站任务万无一失

　　作为天舟货运飞船的专属“座驾”，长七火

箭在研制过程中是按照载人火箭可靠性标准

设计的。

　　2017年4月20日，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证明了“天舟货运

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组合形式的可行性。

  之后，长七火箭等待了4年，等待与中国空

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首飞货运飞

船——— 天舟二号搭档。

　　“由于相隔4年没有执行发射任务，为了整

体飞行可靠性，我们对全箭重新审视了一遍，

对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进行了多项改进与

优化。当时甚至图纸都是全新的，避免有任何

遗漏问题。”火箭院长七火箭发射队队员周宁

回忆。

　　“我们每发火箭的最大特色就在于‘稳’。”

周宁说，“空间站是我们国家的重大任务，不容

有失。让每一发火箭比上一发更可靠、入轨精

度更高，是长七火箭最大的目标。”

　　为提高异常故障应对能力，保持火箭的高

可靠性，长七火箭运载能力余量、入轨精度指

标、可靠性指标都高于设计指标。“确保空间站

正常运营，是长七火箭的首要使命。”火箭院长

七火箭发射队队员邵业涛说。

　　作为三型载人航天工程专用火箭之一，长

七火箭对火箭发动机工作性能偏差要求很高。

因此，长七火箭的每台发动机都可以说是“优

选优配”。

　　在研制阶段，长七火箭进行了大量地面试

验工作，根据部件可靠性计算出全箭飞行可靠

性，火箭飞行可靠性设计值为0.98。经过不断优

化，火箭可靠性仍在不断提升。

严把长七火箭质量关

　　如何确保在设计、生产、试验以及靶场测

试发射过程中不因人而异，保证火箭产品质量

的一致性？对此，长七火箭进行了诸多探索。

　　“质量控制”始终是贯穿长七火箭从生产

装配到测试发射全生命周期的主旋律。长七火

箭通过单机生产的质量控制、总装状态的一致

性、测试覆盖的全面性来确保发射任务的圆满

成功。

　　邵业涛告诉记者，为保证产品可靠性，本发

任务长七火箭出厂前还开展了专项质量复查工

作。相比之前火箭试验队内部人员自行检查，本

次任务首次组织相关系统单位骨干人员共同对

发动机、伺服机构、火工品、贮箱等影响任务成

败的关键产品开展多项质量复查工作。最终，将

复查意见和解决措施落实到火箭产品上。

　　进入发射场后，试验队会进行诸多如火工

品安装等影响任务成败的操作。如今，他们正

在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发射场工作精细化

控制。

　　周宁告诉记者，以往操作要求、规程等都

是通过文件传递，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等也都是

手抄笔记。现在，长七火箭的操作规程都结构

化为电子形式的岗位作业指导书，通过逐步确

认、分级确认的方式确保操作、测试的完整性

与正确性。

　　借助更加数字化、精细化的质量控制工

作，试验队在发射场的工作流程更加紧凑，进

场人员也更加精简。

  例如，在经过“运输过程对产品的影响、提

前安装是否具备条件”等充分论证后，长七火

箭试验队已经将一些惯性器件从发射场安装

提前到在进场之前进行安装，以前的4次总检

查也已经被压缩成3次。“长七火箭正在论证把

伺服机构等更多精密仪器安装工作提前的可

行性。”周宁说。

　　据邵业涛透露，长七火箭正在开展5.2米整

流罩研制工作，将提高载荷适应范围，充分发

挥火箭能力，创造出更多价值。研制人员也将

不断提高火箭故障适应性，让长七火箭成为具

备故障诊断能力的“智慧火箭”。

打一发就要进步一发

　　秉持“打一发就要进步一发”的理念，长七

火箭持续进行技术状态优化，火箭结构更加可

靠，工作流程也不断优化。

　　“长七火箭在研制阶段曾突破近百项创新

技术。”邵业涛介绍，本发任务长七火箭有多项

技术状态变化，包括适应总体要求；提高火箭

使用操作便捷性；提升产品可靠性，落实发动

机可靠性增长项目；提高火箭性能、运载能力

等方面。

　　“这一发长七火箭的控制逻辑更加严谨。”

周宁介绍，长七火箭上主控计算机经过优化，

可以更加从容应对临射前可能出现的突发

情况。

　　除了“软”进步，长七火箭这次还进行了多

项“硬性”改进。

　　为了降低火箭升空后整流罩的载荷，提高

火箭可靠性，长七火箭试验队为火箭整流罩增

加了一些排气孔。

  火箭推进剂加注的温度、加注量都有很高

的控制精度。周宁说，为保证入轨精度，长七火

箭会不断根据之前任务的偏差修正弹道设计。

此外，长七火箭的“导航功能”也在变得更加智

能，通过迭代制导控制，二子级火箭将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随时修正航向，将货运飞船送到设

定位置。

  不同于发射卫星，入轨后即使位置略有偏

差也可以慢慢调整。长七火箭护送的天舟货运

飞船是要在近400公里轨道上与以每秒7.8公里

速度运行的空间站进行对接，入轨精度与可靠

性同等重要。

　　在一发发任务中，长七火箭持续进步。“从

火箭自身、任务流程到测发队伍人员数量，各

项优化工作一直在不断进行。”周宁说。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

印发《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服务清单》。

　　服务清单按照国家、省、市、县、乡、村6级进行区分，根

据“越到基层、服务越具体”的原则，突出针对性和可及性，

对不同层级明确了数量不同、侧重不同、事项不同的服务内

容。服务清单包括思想政治引领、就业创业扶持、优抚帮扶、

走访慰问、权益维护及其他服务事项等6个方面，以进一步

提升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水平，

更好发挥服务保障体系政策咨询窗口、感情联络纽带、信息

沟通渠道、帮扶援助平台等作用，打通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的“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指导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站）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服务内容，增加具有当

地特色的服务事项。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去年以来，退役军人政

策法规工作在完善政策制度体

系建设、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

力、全面提升法律服务质效、深

入开展政策法规宣传解读、持

续加强理论研究应用等方面取

得新成效。

　　重点领域立法稳步推进。

去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聚

焦党中央关心、退役军人关

注、事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

题，加快填补立法空白，织密

织细法规制度体系。重点推动

制定修订《退役军人安置条

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

士褒扬条例》《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促进条例》，修订完成《烈

士公祭办法》，进一步健全思

想政治、移交安置、教育培训、

就业创业、优待抚恤、烈士褒

扬、权益维护、服务管理等方

面政策制度。

　　依法行政效能持续提升。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履行退役军人管理保障

职能，退役军人事务部出台规

范退役军人工作行政裁量权

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指导各地建立退役军人工作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

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具体

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执法尺度，

不 断 提 升 行 政 执 法 质 量 和

效能。

　　制定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领

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

家法律清单，将宪法等纳入党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内容，作为领导干部任职培训、

在职培训的必修课程。全面落

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机制，加强与宏观政策一致性

评估，从源头上确保行政规范

性文件合法有效。

　　法律服务质效不断提升。

大力推进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

工作。落实《关于加强退役军人

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指导各

地加快推进法律咨询窗口、法

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建设。赴

多地开展法律援助、法律服务

志愿者队伍建设专题调研，组

织召开经验交流会，选取部分

省市试点，遴选一批关心退役

军人、熟悉退役军人工作的法

律专业人才，组建退役军人法

律援助志愿服务队，为退役军

人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开展

退役军人法律服务“下基层、赴

边疆”西藏行活动，面向部分在

藏退役军人和部队官兵免费提

供法律咨询、案件分析指导、诉

讼代理和法律政策宣讲等服

务，帮助基层解决疑难法律问题，依法维护退役军人合法

权益。

　　普法工作广泛深入开展。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在退役军

人事务部官网官微和“再启航”App开设法律宣传专栏，广

泛开展社会普法，扩大普法覆盖面。在退役军人适应性培

训、岗前培训、就业创业培训中，将法治教育作为必学内容。

指导各地培养退役军人保障法宣讲员和退役军人“法律明

白人”。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覆盖面广、传播力强的

优势，组织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采取搭建普法宣传

展架、悬挂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页等方式，不断提高退役

军人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和法治精神的认同度。

　　理论研究氛围日趋浓厚。去年以来，退役军人事务部大

力推进专家智库建设，积极发挥“外脑”作用。召开退役军人

事务部第二届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暨退役军人事务研究基

地年度工作会议，聘任32名在退役军人工作相关领域具有

较高理论水平或实践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为新一届部

咨询专家。扎实开展课题研究、专项任务和优秀研究成果征

集等活动，紧跟形势任务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专家资政

建言效能不断释放，社会研究氛围日益浓厚，形成一批优秀

研究成果。

　　今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依法行政、

法律服务、普法宣传，着力提升政策研究水平，为推进退役军

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科学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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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镇雄山体滑坡
武警官兵紧急驰援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李义  1月22日6时许，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塘房镇凉水村突发一起山体滑坡灾

害。经初步核查，居住在两山间低处的合兴、和平两个村民

小组部分群众房屋被掩埋。

　　灾害发生后，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迅速启动灾害事

故应急响应机制，派出两个梯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

与抢险救援工作。

　　救援人员借助重型挖掘机机械臂对受损民房主梁实施

反向支撑，防止民房发生二次倾斜倒塌；采取由上至下、层

层削减的方式，对失踪人员被埋区域实施机械快速式挖掘；

通过人工手刨的方法对核心区实施安全保护式清理。

　　“到达现场后，我们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尽最大努力搜救

被困人员，并派出观察警戒组负责勘察地形、疏散群众，防

止次生灾害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救援工作正

在紧张有序进行。”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支队长徐新

伟说。

救灾救援

新疆乌什发生7.1级地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展开救援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黄宗兴 王国银　1月23

日2时09分，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2时30

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多支力量抵达灾区，展开抗震

救灾。

　　2时30分，新疆军区阿克苏军分区派出先遣组2车8人前

往震中附近探查，并组织应急分队官兵携带救援器材抵达

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

  2时35分，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支队派出先遣侦察小组

前往震中区域探查灾情，克孜勒苏支队官兵前出阿合奇县

库兰萨日克乡展开救援。

　　地震发生后，新疆军区和武警新疆总队迅即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分析研判灾情，组织部队展开行动。新疆军区连

夜前置前方指挥组；武警新疆总队加强应急值班，全要素实

时跟踪掌握情况，指挥部队行动，优化力量部署。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累计出动1300余名官兵，奔赴灾区展开灾情核查、

排险除危、搭建帐篷等工作。驻阿克苏地区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按照抢险救援预案和上级命令，组织官兵集结待命，随时

做好前出增援准备。

　　本报讯 记者廉颖婷 通讯员邓孟 近日，30

名来自军队装备保障分队、装备修理工厂和军工集

团公司的“工匠”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荣膺国家技能人才领域最高荣誉。

　　此次受表彰的“工匠”均为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的优胜

选手。该赛事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联合举办，354名军地选手同台竞技，角逐

无损检测、焊接、设备装调、增材制造、数控车和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等项目桂冠，最终6个单项的前5

名获此殊荣。其中，军队维修保障分队7人、军队修理

工厂13人、军工集团公司10人。

　　举办“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是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技能人才工作决策部署的实际

举措，是加快推进军队装备维修保障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提高平战时装备维修保障

能力的有效载体。比赛按照“实战、实训、实装、实

修”竞赛模式，采取军队人员和装备修理工厂、军

工集团参赛选手军地混编方式进行，充分体现了

实战练兵、军地共育的鲜明导向，有利于推动军地

装备维修保障单位技术交流和融合发展，助力军

地装备维修保障体系建设和能力提升。目前，大赛

已成功举办三届。

　　近年来，军队装备主管部门充分发挥军地共育

共用技术人才优势，依托主要装备承制单位分批建

立人才培养协作基地，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多

种形式遴选部队业务骨干，赴工业部门、修理工厂

和研究院所跟研跟产跟修，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新装

备技术人才和维修技术骨干。

  图为“匠心杯”装备维修职业技能大赛现场。

大赛组委会供图    

  图① 武警云南总队昭通支队官兵在现场展开搜救。

　　本报通讯员 李义 摄    

  图② 武警新疆总队阿克苏支队派出先遣侦察小组前

往震中探查灾情。　　 本报通讯员 齐慧新 摄    

  图③ 新疆军区阿克苏军分区官兵在阿克苏乌什县亚

曼苏乡搭建帐篷。 本报通讯员 朱峻志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