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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将寻找太阳系外的“新世界”
目前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今年9月将正式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除了搜索外星文明的信号，目前
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FAST）将在距离地球约100光
年的范围内寻找系外行星，这种
行星像地球一样拥有磁场。

中法等国天文学家最近在
《天文学及天体物理》杂志上发表
了这一观测计划。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FAST首席科学家李菂介绍，
和地球相当的系外行星被称为

“超级地球”。科学家更关心适合
人类生存的系外行星。宜居行星
除了应当有水、适宜的温度和大
气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
拥有磁场。

“地球的磁场保护生命不受
宇宙射线的伤害。前一段时间热
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有一个
概念不符合科学，如果地球停止
自转，磁场就会消失。没有磁场
的保护，地球大气层会被太阳风

吹走，人和大多数生物会直接暴
露在恶劣的宇宙环境中，无法生
存。”李菂说。

巴黎天文台天文学家菲利
普·扎尔卡说，行星是最有利于孕
育生命的摇篮，目前人类已经发
现大约4000颗系外行星。

李菂说，人类发现的第一颗
系外行星就是通过射电天文的
方法在一颗脉冲星旁边找到
的，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
例。除此之外，目前人类发现的
所有系外行星都是通过光学方
法或是红外直接成像找到的。
发现这些系外行星让科学家相
信，银河系中几乎每颗恒星周围
都有行星，并且存在大量的宜
居行星。

“由于FAST比之前的射电
望远镜更加灵敏，我们希望做这
方面的尝试。如果能首次探测到
系外行星的射电辐射，确认其有
磁场，将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如
果我们能打开这个观测窗口，就
可以寻找系外行星磁场的规律，
从另一个方面研究它们是否宜

居。”李菂说。
他介绍，目前，大多数系外行

星都是通过美国开普勒太空望远
镜发现的，但是开普勒望远镜找到
的系外行星距离地球相对遥远，在
500光年之外。2018年美国又发
射了新的系外行星探测器“苔丝”，
它的目标是寻找距离地球比较近
的系外行星。

“如果‘苔丝’找到大量的系
外行星，我们同时去跟踪探测，那
么发现有磁场的系外行星概率会
提高。”李菂说。“我们寻找的是距
离地球 100 光年之内的系外行
星，这样的行星一旦找到便于科
学家开展细致研究，甚至有实现
星际移民的可能性。”他说。

架设在贵州黔南州平塘县巨
大天坑中的FAST于2016年9月
竣工，过去3年是它的调试期，今
年9月将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面
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望远镜，
就像一只庞大而灵敏的耳朵，将
倾听来自遥远星尘最微弱的“呢
喃”，洞察隐藏在宇宙深处的秘
密。

李菂说，FAST在调试期的
表现令人超乎想象的满意，已经
在脉冲星等领域有众多发现。

一个由超过10个国家和地区
的天文学家组成的科学团队正在
为FAST制定雄心勃勃的观测计
划。他们提出的观测目标包括引
力波、系外行星、超高能宇宙射线
以及星际介质，有望提高人类对天
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基础物理学的
认识。

“规划新的观测，发现之前所
有望远镜无法企及的目标，是令
天文学家兴奋的工作。”李菂说。

科学家们相信，FAST将有
更多超出预期的发现。“当如此强
大的新望远镜开始进行科学观测
时，往往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信
号。”李菂说。

“FAST在未来几年内启动
的观测项目将对世界天文学和
天体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产生影
响。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
它将发现什么，FAST可能会极
大地改变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李菂说。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经济参考报》7月10日刊发题为
《卫健委：今年将全面消除乡村医
疗“空白点”》的报道。文章称，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例
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
扶贫办主任、财务司司长何锦国
表示，截至2019年 6月底，全国
1435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得
到基本救治和健康管理服务。他
指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
的“空白点”，将成为健康扶贫的
重要任务，力争到今年年底全面
消除。

何锦国介绍，近年来，全国三
级医院“一对一”对口帮扶、建立
远程医疗网络等举措，已明显提
升了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能力，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且
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数据显
示，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全国
1435万贫困大病和慢病患者得
到了基本救治和健康管理服务；
全国贫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平均
自 付 比 例 控 制 在 10% 左 右 ；
94.5%的贫困患者在县域内得到
妥善治疗。

“虽然健康扶贫取得了一定
成绩，但少数地区缺医疗卫生机
构缺医生、部分机构房屋设备等
基础设施未达标等问题仍然存
在。”

对此，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党
组书记单向前坦言，今年5月以
来，安徽省对全省70个涉贫县区
的 14022 个行政村进行逐村摸

排、反复核实，发现有 168 个村
无合格村医。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副巡视员王湘生也表示，作为
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湖
南省，因地处偏远，受经济发展、
交通条件和卫生人员缺乏等影
响，部分村级卫生服务网底不健
全，全省还有 1153 个村卫生室

“空白村”（其中无房无合格村医
的699个）。

王湘生表示，今年湖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将“基本消除村卫生
室‘空白村’”列为12项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纳入省政府重点工作
督办事项。截至目前，全省村卫
生室“空白村”中，86%的房屋已经
开工建设，65%的房屋已经完成
主体工程，96%的村已经配备了

医生。“下一步湖南将加快配备乡
村医生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步
伐，确保年内全省行政村卫生机
构和人员‘零空白’。”

对此，何锦国表示，目前已
明确要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等制度保障范围之内，同
时，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在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及时
诊治。全面落实重点传染病、地
方病综合防控三年攻坚行动。
做好艾滋病、结核病、包虫病、大
骨节病综合防治工作。同时，加
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力争到2019年底前，全面消
除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

“空白点”。

卫健委：今年将全面消除乡村医疗“空白点”

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贵
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
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关乎党和红
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
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着的
“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字，这是中
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的毛泽东亲笔手
书。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镶红青
砖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
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
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
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有一个
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1935年1
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
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
该公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
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
派”。15日晚，与会人员从临街大门进
入，穿越过厅，绕过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
的砖砌影壁，来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
客厅。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室，
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加者，
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
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解历史，遵义
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
景展示，把人带回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报
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
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
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
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
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德，
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
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3D
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描述的一幕：

“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
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
十分沮丧。”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
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

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
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
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
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
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
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
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
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
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
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
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
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
命”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
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
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
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
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
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
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
能大事声张，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
找和认定会址，用了 4年时间。直至
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
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
人次。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
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
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
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
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
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
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
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
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
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
念馆副馆长张小灵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
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
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
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
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
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敌杀害的一
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
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
疾苦的感激之情。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

历史在这里转折：探访遵义会议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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