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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心怀
山海，眼有星辰。浩瀚太空再度迎来
中国人逐梦苍穹的身影。

6月5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
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
空，成功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
哲顺利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造
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告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采取径向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同
空间站组合体对接。3位航天员将进
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正式开启6个
月的太空之旅。在轨驻留期间，神舟
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迎来空间站两个
实验舱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
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
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轮
换，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这
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神舟十四号
飞行乘组又肩负哪些使命？

出征
“神箭”再创新纪录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箭，站立时长达到近
10 个月，刷新了此前遥十三火箭站
立6个多月的纪录。

为何火箭发射升空前要“站”这
么久？专家告诉记者，自执行神舟十
二号飞行任务起，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采取“发射 1 发、备份 1 发”及“滚
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的生
命安全加上“双保险”。

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
运载火箭，就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
务的应急救援火箭。随着 4 月 16 日
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功返回，遥
十四火箭也结束了应急救援值班任
务，由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
号 F 运载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

“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长征二
号F运载火箭执行了从神舟一号至
今的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器的
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达到100%，被
誉为中国神箭。”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
消除薄弱环节，研制人员不断进行
技术改进。

“这就好比考试成绩要从90分

提高到91分，甚至91.1分，哪怕是0.1
分的提升，背后的工作也并不少。”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F运
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说。

为此，研制团队不仅提前对长
期竖立状态下火箭诸如火工品承载
能力、螺栓预紧力等开展了专门的试
验验证，并且保证火箭竖立时的温湿
度等环境条件，还会在火箭转入正常
任务状态后对箭上螺栓拧紧力矩、密
封产品的密封性等进行复测。

遥十四火箭发射准备期间，型号
团队还需同步开展遥十五火箭的装配
和测试等，完成应急救援状态的设置。

“通过去年两次任务探索实施
流程并行与优化，今年发射的准备
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常武权说。

目标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规划，以
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成功返回为标志，中国空间站已
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
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将于2022年
下半年全面建成。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
建造阶段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该
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
组将在轨工作生活6个月。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飞
行乘组3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
个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
轮换，于12月返回地球。

此次出征的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他
们肩负着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
建造的重要使命。

“在长达6个月的飞行中，航天
员们要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
包括 9 种组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
接，3次分离撤离，2次转位任务。”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
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
员黄伟芬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
全面完成以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和梦天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
空间站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其中，问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
命科学研究，梦天实验舱主要面向
微重力科学研究。”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
间站建造期的关键一战，困难更多、
挑战更大。担任此次任务指令长的
陈冬在出征前说：“我们乘组一定会
以满格的信心、满血的状态、满分的
表现，坚决完成任务。”

展望
载人航天“三十而立”再出发

从1992年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式被批准实施，至今已走过近30年。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神
舟十四号，从一人一天进入太空到
多人多天进入太空，再到驻留太空3
个月、6个月……中国空间站蓝图绘
就，飞天梦伸向更远的天际。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
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
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
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

然而，空间站工程立项之初，中
国航天人面临着很多难题，比如空
间站长什么样、走什么样的技术路
线、怎么建……任务非常艰巨。

研制准备长达十年之久，许多
空间站工程设计研究人员十年如一
日，每个人都把建成中国人自己的
空间站作为追求和梦想，使一项又
一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一个又一
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
郝淳介绍，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
后，工程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
用与发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
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
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展空间
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并对空间站
进行照料和维护。

此外，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均
可实现重复使用，新一代载人飞船
可搭载7名航天员。

“同时，我们在考虑研发空间站
的扩展舱段，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
学实验和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
造更好的条件。”郝淳说。

“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出征

神舟十四号肩负哪些使命？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
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最
高人民法院 5 日发布报告显示，
2021 年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迈上新台阶，共受理环境资
源 一 审 案 件 297492 件 ， 审 结
265341 件 ，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8.99%、4.76%。

最高法发布的《中国环境资
源 审 判 （2021） 》 说 ， 2021
年，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
类案件，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

——坚持罪刑 法 定 原 则 ，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大
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犯罪行
为的惩治力度，维护国家生态
环境和自然资源安全，受理环
境资源刑事一审案件 39023 件，
审结35460件。

——严格贯彻损害担责、全
面赔偿原则，探索适用惩罚性赔
偿，依法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受理环境
资源民事一审案件 185468 件，
审结167055件。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预防
和监督功能，支持、监督行政机
关依法及时履行监管职责，受理
环境资源行政一审案件 73001
件，审结62826件。

——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和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案 件 审
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
公 共 利 益 和 人 民 群 众 环 境 权
益 ， 受 理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5917 件，审结 4943 件；受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69 件，
审结137件。

报告说，人民法院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助力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依法审理
涉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
及噪声污染等案件。落实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依法审
理涉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司法保护案
件。促进资源高效节约合理利
用，起草关于严惩盗采矿产资
源犯罪的意见，整治和防范盗
采矿产资源行为。

报告还显示，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共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
判机构和审判组织 2149 个。最
高法实现环境资源刑事、民事、
行政审判职能由环境资源审判庭

“三合一”归口行使，进一步完
善对下监督指导，确保法律正确
统一适用。

2021年全国法院

审结环境资源

一审案件超26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