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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时节，记者深入福州市产业
园区、厂房车间等经济一线走访了解
到，通过聚力培育大集群，抢占创新
制高点，运筹产业新格局，福州市以

“强产业”有力支撑“强省会”建设，不
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抓龙头铸链条 培育大集群

福州长乐是纺织业重镇，但产业
发展长期遭受“己内酰胺之痛”。龙
头企业恒申集团董事长陈建龙说：

“10 多年前，我国己内酰胺产能仅占
全球约 10%，纺织业原材料供给要看
国外企业的脸色。”

近两年，恒申集团积极向产业链
上游进军，在连江可门港区建设申远
新材料公司，年产己内酰胺约 60 万
吨，打破供应链封锁。通过强链、延
链、固链，恒申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竞
争力最强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之一，
年产值突破 500亿元。

抓龙头、铸链条，围绕“月亮”造
“星星”，福州制造业家底更加厚实。
福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李欣说，当地正
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精选纺织新材
料、新型显示、光电信息等 16 条重点

产业链，培育大龙头、大集群、大产业。
目前，福州市已培育 3 条千亿元

级制造业产业链，2021年产值超过百
亿元的集团企业 16家，数量在福建省
高居第一。

抢占创新制高点
推进腾笼换鸟

走进位于马尾的福光股份展厅，
一 张 偌 大 的 火 星 高 清 照 片 令 人 震
撼。“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上的星敏
感器光学导航系统，就是由福光提
供，最远可在 1000万公里的距离识别
到火星。

“跟在别人后面跑是不行的，必
须靠自己创新，成为领跑者。”福光股
份董事长何文波说。身处竞争激烈
的 光 电 赛 道 ，福 光 跑 出 创 新“ 加 速
度”，已获 600 余项授权专利，成为国
内一批高精尖重大项目的“千里眼”。

福光的“追光”之路，是福州市坚
持创新驱动、瞄准科技前沿、激发产
业活力的生动缩影。福州市启动建
设科创走廊，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连续
五年位居全省第一，加快 165 个亿元
以上重点技改项目建设，推进创新链
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福州市工信局总工程师林凤蕃介
绍，2021年福州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38家，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比较2015年增加近6个百分点。

新格局迸发新活力
支撑城市能级提升

乌龙江畔的金山工业园区橘园
洲片区，一栋栋标准化厂房巍然矗
立。针对过去业态乱、效益差、容积
率低等问题，橘园洲片区推进标准化
建设，平均容积率从 1.0 提高到 2.89，
新增高标准厂房 67万平方米，吸引了

10余家大型企业落地。
“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在全市铺

开，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引导落后产
能退出主城区，重点培育新兴产业，
经济密度大幅提升。”福州市工信局
园区和综合协调处处长林捷说，以福
州软件园为例，2021年园区平均每平
方公里营收高达 600亿元。

聚链成园、串园成轴，福州城市
“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发展步伐加
快，“两轴两湾区”的产业新格局释放
强劲动力。

“沿江发展轴重点发展电子信
息、集成电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滨
海发展轴贯通南北港口，布局‘大进
大出’的临港工业。”林凤蕃说，“两
轴”工业产值占全市总产值约 80%。

2021 年 ，福 州 GDP 达 11324.48
亿元，跻身全国城市二十强。

（据新华社电）

产业更强 发展更优
——福州“强省会”建设一线见闻

探访移动的核酸检测实验室
4 月 15 日，工作人员在核子华曦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的样本暂存

间忙碌。
为提高核酸检测能力，上海增设了很多移动的核酸检测实验室。

从集中搭建的方舱式实验室，到像“温室大棚”一样的气膜实验室，在先
进技术和援沪检测人员的共同加持下，移动的核酸检测实验室让核酸
检测更加高效、灵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中国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返回舱 16 日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身体状态良好，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
外专家学者和媒体表示，该任务成功是
中国太空探索计划的重大胜利，将有助
于推进中国空间站的长期发展和全面运
营，希望中国能够分享在科研和技术方
面所取得的突破进展，继续加强合作。

美国太空网站发文称，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迄今在太空轨道上
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航天员王亚
平成为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中国女性。
三位航天员在为期半年的任务期间，进
行了两次太空行走，完成了 20 多项不同
的科学实验，并开展了两次“天宫课堂”，
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
希尔说，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
完成是中国太空探索计划的重大胜利。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太空科学
方面的进步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鼓
舞。通过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中国将扩
大其科学范围。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吸
引了发展中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
了一系列航天项目合作，促进非洲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惠及非洲人民生产生活。

日本共同社 16日对中国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进行了报道，
称 3 名中国航天员 16 日上午顺利返回地
球，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驻留太空时
间的最长纪录。3 名航天员在空间站的
核心舱“天和”舱进行了技术方面的验证
等，中国反复进行航天员的轮换和物资
补给，为空间站的运用做准备。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中国太空政
策研究的学者莫莉·西尔克日前在接受
美国太空网站采访时表示，中国航天员
在空间站进行了生动的太空授课，展现
了中国取得的进步，旨在激发公众对科
学的兴趣。她表示，与中国航天员的实
时互动活动真实展示了中国空间计划的
技术能力和实用性。这类活动有助于增
强民族自豪感，并鼓励年轻人从事以科
学为基础的职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
布拉德·塔克近日在堪培拉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
任务圆满完成对于推进中国空间站的
长期发展和全面运营很重要。此次任
务表明，中国航天员有能力进行长期的
太空飞行，未来的相关目标和计划“令
人兴奋”。

海外专家和媒体热议神舟十三号乘组凯旋
据新华社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16

日平安返回地面。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
场系统、航天员系统了解到，针对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长期在轨驻留，这次搜救回收任务有三大新变
化。

一是航天员出舱方式新。与以往不同的是，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每出舱一名便被送入医监医保载
体 ，尽 可
能缩短航
天员出舱
后在野外
环境暴露
的时间。

“ 航
天员长期在轨飞行，身体会发生骨质流失、肌肉萎
缩、免疫力下降等变化，给返回后的医学监督和医
学保障任务带来极大挑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研究员、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说。

二是医监医保模式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研
究员、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卞韩城
介绍，东风着陆场新研发了航天员专用座椅、航天
员医监医保车、航天员医监医保帐篷，形成首选医
监医保车、备选充气帐篷、保底使用医监医保直升

机的航天员医监医保保障新模式，为航天员度过着
陆初期地面重力再适应这一关键时段提供更舒适
的环境，为航天员后续身体恢复打好基础。

神舟十三号搜救回收任务首次启用第二代医
监医保车，车内设施配备齐全，装有温度控制系统
等。航天员乘升降梯进入车内，不再由搜救人员抬
送。

三是返回
时节应对新。
这是东风着陆
场第二次执行
搜 救 回 收 任
务，也是我国
航天员首次在

春季返回。针对额济纳旗春季多风沙气候特点，着
陆场系统事先开展搜救战法推演，准备大风和沙尘
环境救援保护措施。

卞韩城介绍，这次任务，东风着陆场组建了 1
支直升机分队、1支固定翼飞机分队、1支地面分队
共 3 支专业搜救力量，组建了 1 支着陆场外围封控
分队、1 支机动搜救分队、1 支搜救预备队，协同完
成搜救任务。此外，着陆区周边旗、县政府还组织
了数十个民兵分队，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支援。

神舟十三号返回

搜救回收任务呈现三大新变化

据新华社电 北京时间 2022 年 4 月 16 日 9 时
56 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翟志刚、
王亚平、叶光富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时 6 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
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
返回舱成功分离。9时 30分，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
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第
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
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载人航天工程空间
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在东风着陆场
迎接航天员。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于 2021 年 10 月 16 日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对
接形成组合体，3 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
期 6个月的驻留，创造了中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飞行
时长新纪录。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先后进行了 2
次出舱活动，开展了手控遥操作交会对接、机械臂
辅助舱段转位等多项科学技术实（试）验，验证了航
天员长期驻留保障、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
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关键技术。利用任务
间隙，航天员还进行了 2 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
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圆满完成，中国空间
站即将进入建造阶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新华社电 4 月 16 日 9 时 56 分，神舟十三号
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从与空间站
天和核心舱分离到返回地面，全程仅用 9 个多小
时，中国载人飞船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总体设计师、
神舟十三号回收试验队技术负责人彭华康介绍，采
用快速返回模式后，不仅航天员回程提速，整体舒
适度也进一步提高。

快速返回模式，主要依靠减少飞船在轨绕地飞
行圈数来实现。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后，需绕地飞
行数圈后，择机进入大气层，返回地球。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的是 11 圈返回模
式，绕地飞行一圈约需 1.5小时。”彭华康介绍，神舟

十三号任务在保持主要项目不减少的基础上，对返
回过程中的部分飞行事件进行压缩和合理裁剪，将
以前需要在绕地飞行 11圈内完成的飞行事件压缩
到 5圈完成。

返回时间的缩短，对着陆场系统快速反应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研究员、载人
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卞韩城介绍说：

“针对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采用 5 圈快速返回模
式，东风着陆场反复推演不同情况下的搜救力量行
动方案，做到正常情况有方案、异常情况有预案、极
端情况有对策。”

据了解，我国今后的载人飞行任务，采用快速
返回模式将成为常态。

中国载人飞船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

据新华社电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办 公 室 发
布消息，圆满完成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
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 下 午 乘 坐 任 务 飞 机 平 安 抵 达 北 京 。 空 间

站 阶 段 飞 行 任 务 总 指 挥 部 领 导 和 成 员 到 机 场
迎接。

3 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
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左至右）安全顺利出舱（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