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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月亮一直是人类
心中的梦想之境。思乡的情怀、
探索的欲望，都交织在一汪皎洁
的白月光中。由于月球自转周期
和公转周期相等，加上被地球潮
汐锁定，地球强大的引力让月球
总是一面朝向地球，所以人类在
地球上只能凭肉眼看见月球的正
面，背面则看不见。因此月球背
面对于人类而言，更是“秘境中的
秘境”，有许多未知等待着解答。

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
探测器从西昌出发，向遥远的月
球飞去，世界瞩目、人类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探测的大幕正式拉
开。月球背面到底是啥样，嫦娥
四号将第一次身临其境触摸它。

古人观月，并非完全看不到
月球背面。月球存在着“天秤
动”，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因
此，至少有10%至20%的月球背
面的边缘地带可以从地球上看
到，比如一个跨越1000千米的撞
击盆地东海。

1959年10月7日，苏联“月
球三号”探测器传回月球背面的
第一张照片后，月球背面的“真
容”就第一次被揭开了。依照这
些珍贵的照片资料，苏联在1960
年11月出版了第一份月球背面
地图，一年之后，又制作了第一个
月球仪，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月球
背面的初步特征。

1965年7月20日，苏联“探
测器三号”传送回了25张画质更

好的月球背面照片，分辨率比“月
球三号”高了许多，从照片中可以
看到月球背面有一条长数百千米
的链状陨石坑。

1967年，苏联根据这批照片
出版了包含4000个新发现的月球
背面地形目录的地图，同年发布了
第一份比例为1:5000000完整的
月面图和修订后完整的比例为1:
10000000月球仪，月球95%的表
面都在上面呈现了出来。

人类首次与月背面对面是在
1968年，“阿波罗八号”在进行载
人登月任务试验的时候，由宇航
员威廉·安德斯看到的。他描述
说，“月球背面看起来像我在孩提
时玩过一段时间的沙堆，它们全
都被翻起来，没有边界，到处是一
些碰撞痕和坑洞”。

2010年12月21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的“月球勘测轨
道器”拍摄了一组“惊人”的月
球背面照片，这些照片呈现的
细节精细程度创下了历史纪
录。根据这些最新照片数据，
美国绘制了月球背面数字海拔
地形图，地形图直观地揭示了
月球背面的地形。

那么，在月球背面迎接嫦娥
四号的将是怎样的环境？专家介
绍，乍一看上去，月球背面这张

“面孔”并不漂亮，那是一张“麻子
脸”，陨石坑的数量比月球正面要
多得多，放眼望去随处可见，密密
麻麻的。月背的“皱纹”也多，布
满了沟壑、峡谷和悬崖，而月球正
面相对平坦的地方比较多。另外
还有几处巨大的“痤疮”，暗斑中

的物质与月面的普通物质相比
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现象似
乎能够说明月球背面由于毫无
遮拦地暴露在太空里，遭遇了
大量天体的直接撞击。

月球背面还是个“厚脸
皮”，它的月壳从整体来讲比正
面要厚。不过，“厚脸皮”为月
球背面的“亮肤色”提供了佐
证。照片显示，月球背面巨大
的陨石坑都呈现出白色，好像
从来没有暗色的熔岩从上面流
过。科学家们研究认为，由于
月球背面的月壳很厚，熔岩无
法溢出，而正面月壳很薄，熔岩
很容易破缝流淌在表面，所以
背面颜色比正面要“白皙”的
多。

此外，月球正面月海很多，
而月球背面却只有3个，它们

的名字分别叫东海、莫斯科海
和智海。月球正面有许多巨大
绵延起伏的山峦，而背面却不
像正面那么多。

虽然只能看到月球的一
边，但这并不是说另外一面永
远是黑暗的。事实上，当看到
整个月球正面的时候，即月中
的满月时，它的另一面是黑暗
的，当我们看不见它的时候，即
月初没有月亮的时候，它的另
一面是阳光普照的。

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宇航
员或月球车登上月球的背面，
人们对它的详细情况除了借助
照片判断，其他知之不多。嫦
娥四号探测器，将为人类逐步
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迈出
关键一步，值得拭目以待。

新华社发

“……3、2、1，点火！”伴随着巨大的火箭轰鸣，肩负着
亿万中华儿女的探月飞天梦想，12月8日2时23分，我国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
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旅程。

12月8日2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了月球探测
的新旅程。 新华社发

12月8日凌晨，嫦娥四号在
西昌奔向月球。一个细节引人关
注，此次发射的嫦娥四号原本是
嫦娥三号的备份。在嫦娥三号圆
满完成任务后，嫦娥四号被赋予
了新的担当——实现人类首次月
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科研
人员通过精心设计与研制，使嫦
娥四号“脱胎换骨”，成为与嫦娥
三号不同的全新航天器。备份变
首飞，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相比
共有五大不同之处。

科学目标不同

嫦娥三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
“测月、巡天、观地”，即开展月球形
貌与地质构造调查，开展月表物质
成分和可利用资源调查，进行月球
内部的结构研究和日-地-月空间
环境探测与月基天文观测。

而嫦娥四号任务的科学目标
都是在月球背面完成的，包括实现
月基低频射电天文观测，月球背面
巡视区形貌、月球背面巡视区浅层
结构探测等。“因为没有别的探测
器到过月球背面，所以不论是探地
形还是探月壤成分，应该都是人类
第一次获得的一手数据。”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

项目执行总监张熇说。

工程目标不同

实施重大航天实践推动工程
的进步，是中国航天跨越发展的重
要途径和经验，月球探测工程更是
如此。嫦娥三号任务的工程目标
有三个：突破月面软着陆、月面巡
视勘察；研制月面软着陆探测器和
巡视探测器，建立地面深空站；建
立月球探测航天工程基本体系，
形成重大项目实施的科学有效的
工程方法。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
功，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树立了
新的里程碑，在人类攀登科技高峰
征程中刷新了中国高度。

站在这样的起点上，嫦娥四
号向着更高峰迈进，将任务的工
程目标锁定在两个“首次”：人类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
勘察；首次实现地月L2点中继星
对地对月的测控、数据传输中继。

有效载荷不同

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的身形
和“骨架”相同，携带的装备却大
为不同。

嫦娥三号携带的有效载荷大
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来

观察月球的，主要设备包括全
景相机、地形地貌相机、测月雷
达等；第二类是用来观测宇宙
的，主要由月基光学望远镜承
担；第三类是用来观察地球周
围的等离子层的，各有各的用
处，相互配合。

“嫦娥四号即将降落的月
球背面，对于不少科学研究来
说具有天然的优势。月背非常

‘干净’，可屏蔽地球无线电干
扰。”张熇说，根据着陆区域和
科学目标的变化，科研人员对
嫦娥四号携带的科学载荷做了
很大的调整，把8台有效载荷
带往月球背面冯·卡门撞击坑。

着陆环境不同

嫦娥三号着陆区是月球正
面的虹湾。那里布满了月海玄
武岩，地势较为开阔、平坦，位
于大型撞击坑、月海、高地（山
脉）交汇地区，有利于科学勘察
目标的选择，当然也有利于与
地球的通信联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
娥四号探测器副总师吴学英介
绍，嫦娥四号的主着陆区为月
球背面靠近南极一个叫冯·卡

门撞击坑的地方，这里着陆区
面积比虹湾地区小了许多，因
为月球背面山峰林立，大坑套
小坑，很难找出再大一些、平坦
一些的地方，供嫦娥四号安
身。嫦娥四号着陆器在凸凹不
平的地方软着陆，需要具有比
嫦娥三号更准确地着陆精度。

通信方式不同

不论人类的探测器飞到多
远，都需要深空测控通信系统
作为联络的“纽带”。由于深空
任务周期长、通信时延大、信号
微弱等原因，使深空测控通信
实现起来更为困难，无论对星
上设备还是对地面设备等都带
来了新挑战。对于落在月球背
面、没有任何通信信号的嫦娥
四号来说，通信显得难上加
难。它无法向嫦娥三号那样直
接和地球上的“亲人们”取得联
系，“飞鸽传书”的任务就落到

“鹊桥”中继卫星的肩上。通过
早先发射并成功架设在地月拉
格朗日L2点的中继卫星，实施
与地面的通信信号“接力”，嫦
娥四号才得以与地球保持联
络。 新华社发

备份变首飞，这个“嫦娥”不一样！
——详解嫦娥四号五大不同之处

新华社武汉12月8日电 中船
重工武船集团为中国大洋矿产资
源研究开发协会打造“深海一号”8
日在武汉顺利下水。这是我国自
主研制的第一艘载人潜水器支持
母船，为我国大洋调查再添一利器。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在下水仪式
上介绍,“深海一号”是我国首艘
按照绿色化、信息化、模块化、便
捷化、舒适化和国际化原则设计
建造的国际先进水平的全球级特
种调查船。作为我国“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专用母船，建成后可以
充分发挥“蛟龙号”的技术性能，
显著提升我国精细探索大洋资源
环境的能力与水平，对维护我国
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中船重工武船集团船舶公司
董事长陈涛介绍，“深海一号”船

长90.2米，型宽16.8米，设计排
水量4500吨，续航力超过12000
海里，自持力达到60天，可在全
球无限航区执行下潜作业。

这一型号的船是根据“蛟龙”
号载人潜水器的特点专门设计，既
定位为综合科考船，又服务于深
潜，不仅可为“蛟龙”号深潜作业提
供合适的水下、水面支持，还具备
数据、样品的现场处理和分析能
力，同时配备“蛟龙”号多种专用设
备，能极大提升“蛟龙”号有效下潜
次数，持续高效地应用于深海资源
勘察、深海研究等科考任务。

据介绍，“深海一号”还可搭
载“海龙号”无人缆控潜水器和

“潜龙号”无人无缆潜水器，具备
“三龙”系列潜水器同时作业能
力。据悉，“深海一号”船预计
2019年上半年交付使用。

我国首艘载人潜水器支持母船“深海一号”下水

大洋调查再添利器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
务院扶贫办近日印发通知，明确
坚决制止产业扶贫中“人情送礼”
行为。要求各地在组织扶贫观
摩、调研等活动中不能摆放、不得
赠送扶贫产品，参加活动的人员
不品尝、不收受扶贫产品。

通知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
在发展产业扶贫过程中出现了

“人情送礼”的行为，有的地方、企
业以“人情”或者帮助推广产品、

宣传品牌等名义向前来学习、考
察、调研人员赠送“扶贫特色产
品”，有的单位和人员借机收受土
特产品。

通知强调，要充分认识产业
扶贫中“人情送礼”行为的危害
性。产业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人
情送礼”行为，虽然每次涉及数量
不多，但日积月累就会加重扶贫
企业和扶贫合作社负担，侵害贫
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党和政

府形象。一瓜一果不是小事，
一茶一饭总关廉洁。要充分认
识其危害性，从严要求，抓早抓
小，遏制苗头，防微杜渐。

通知要求，积极支持产业
扶贫健康发展。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积极主动做好产业扶贫服
务工作，认真落实产业扶贫政
策举措，及时帮助扶贫企业、合
作社等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坚决杜绝“不拿不要不办事”、

故意刁难等现象。要做好扶贫
产品产销对接，推动消费扶贫
健康发展。

通知指出，各相关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要自觉抵制“人
情送礼”行为，自觉做廉洁扶
贫的模范。对于不收敛、不收
手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对情节严重、造成恶
劣影响的，进行严肃处理，通
报曝光。

国务院扶贫办：

观摩、调研活动不得送收扶贫产品

月球背面长啥样月球背面长啥样？？
““嫦娥嫦娥””带你去瞧瞧带你去瞧瞧

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

据新华社武汉12月 8日电
寒冬里，来自全国各地45支代表
队的近千名冬泳爱好者8日在长
江上游巫峡口江段成功横渡长江。

当天，2018湖北省第四届冬
泳会暨“畅游神农溪·横渡大三峡”
巴东邀请赛在湖北巴东县境内的
长江巫峡口江段举行。来自吉林、
河南、安微、四川、重庆、湖北等省
市的近千名冬泳爱好者分成不同
方队，从巴东长江大桥南岸的亲水
广场入水，游至大桥北岸的巴东泳
协基地，渡江距离约1000米。

正是隆冬时节，巴东长江两
岸的高山上白雪皑皑，室外气温
仅3摄氏度左右，但冬日的严寒并
没有阻挡冬泳爱好者们火一般的
激情。9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
江面上千人竞渡，两岸万众欢呼，
加油声不绝于耳，场面蔚为壮观。

经过约40分钟的激烈角逐，
第一方阵到达终点，现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赛事
是长江上游规模最大的群众性渡
江体育赛事，参赛的冬泳爱好者中
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18岁。

室外气温仅3摄氏度左右

近千名冬泳爱好者横渡长江

（上接01版）“当中国为了下
一代而制定规划的时候，我们的
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
济学家恩格尔如此感慨。

当中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
济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全社会
迸发出无穷的创造活力，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40年来，中国市场主体从不
足50万户增加到目前的1亿户
以上，增长了200多倍；到2017
年底，全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2700万家；制造业总量连续多年
稳居世界第一，商品短缺和凭证
供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新发展理念的正确指引，让
中国激发出砥砺前行的澎湃动
力——

从“百年煤城”到“海绵城
市”，资源枯竭型城市江西萍乡正
奋力转型。

12月2日，萍乡市见证了22
个海绵项目完成签约。如今，这
里集聚着100多家海绵产业相关
企业，昔日黑臭的湖水正被水清
岸绿的生态环境取代。

萍乡市的华丽转变，折射新
发展理念指引下的中国变迁。

40年来，从“效率优先”到坚持
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
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我们党每一次发展
理念、发展思路的创新和完善，都
推动中国实现了发展的新跨越。

激活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干
劲，凝聚起中国实现梦想的磅礴
伟力——

四川广汉市向阳镇改革开放
陈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

1980年，向阳镇在全国第一
个取下“人民公社”的牌子，被誉
为“农村改革第一乡”。

改革后，向阳镇粮食产量迅
速增加，乡镇企业枝繁叶茂。如
今，向阳人又在城乡融合发展综
合改革中筑梦。

“我们伟大的发展成就由人民
创造，应该由人民共享。”2018年
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掷地
有声地宣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西方媒体评价认为，从1978
年到今天，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
民，成为全球发展的榜样。

从吃饱穿暖，到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全国政协经
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说，抓住
群众的需求，尊重人民的首创精
神，就抓住了改革的关键。

昂首前行，续写中国新的
发展奇迹

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访问
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时感
慨：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40年后，“复兴号”列车已驰
骋祖国大江南北，时速350公里，

其疾如风！
从改革开放中来，奔民族复

兴而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外界对

中国发展走向的关注与日俱增。
“中国经济正处于其现代历

史的转折点上。”经济学家斯蒂
芬·罗奇评价说，更大的挑战是展
望2050年以及中国“新时代”的
理想目标。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到三年时间；到2050年，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
有三十余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逐
梦百年奋斗目标，“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谱写新成就，续写新奇迹，要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社会的发展，总在变革中螺
旋上升，在矛盾运动中前进。

与40年前相比，现在少了温
饱与短缺的难题，但多了利益和
观念的多元，也多了改革深水区
的“阵痛”、转型期的“多难”。

社会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
无终点。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人
才体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配
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又到了
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的
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
亚于40年前。

行动是最有力的答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158项

改革举措，直探“深水区最深处”
“最难啃硬骨头”，全面深化改革
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风生水起、蹄
疾步稳。

谱写新成就，续写新奇迹，要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认识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
题，才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顺
势而为。

站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贸
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
义、单边主义等逆流涌动。中国
将走向何方？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广东之行强调把改革开
放不断推向深入，出席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宣布一系列扩大
开放重大举措……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同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释放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
强烈信号。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
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评价说，没有
任何困难会打乱中国坚持深化改
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坚持改革的
勇气令人动容。

在墨西哥首任华裔驻华大使李
子文看来，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推动
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将为更多国家
带来发展红利。“中国在世界上的影
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现在是主角，未
来也是。”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