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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1 月 20 日召开会议，审
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
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
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
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24
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对
2025 年的工作安排。会议认为，过
去一年，5家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强化使命担当，扎实履职尽责，

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作出新贡献。中央书记处在中
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
下，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在推动党
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
法规建设、指导群团组织建设和改
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5家党组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确保思
想统一、方向一致、令行禁止。要树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干字当
头，奋发进取、善作善为，合力推动
改革攻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中央书记处要
立足自身职责，增强政治能力，抓好
重点工作落实，从严加强自身建设，
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
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牢牢把握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黄河
保护法全面实施，尊重自然规律，着
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
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会议强调，要持续完善黄河流
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系统提
升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中游水
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

治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
束，深挖节水潜力。要毫不放松保
障黄河长久安澜，确保重要堤防水
库和基础设施安全。要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加强与西部大开发、中
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对接，在高质量
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
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
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
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
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沿黄省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
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推动重大改革
事项落地。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
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云遥一号37-40星等
5颗卫星成功发射

1月20日18时11分，我国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谷神星一号运载
火箭，成功将云遥一号37-40星发
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吉天星
A-05星。

新华社 发

新 华 社 合 肥 1 月 20 日 电
“998、999、1000……”大屏幕上的数
字最终定格在1066，原本安静的控
制大厅一片欢呼。1月20日，我国
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
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在安徽
合肥创造新世界纪录，首次完成 1
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标
志我国聚变能源研究实现从基础科
学向工程实践的重大跨越，对人类
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要意义。

EAST形如“巨罐”，汇聚“超高
温”“超低温”“超高真空”“超强磁
场”“超大电流”等尖端技术于一体，
近百万个零部件协同工作，拥有专
利近 2000 项。十余年来，EAST 历
经 15 万多次实验，最终实现“亿度
千秒”的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

运行，攀上新的科学高峰。
太阳，普照万物，它的巨大能量

来自内部的核聚变反应。而“人造
太阳”是要在地球上实现可控的核
聚变反应，追求“能源自由”。

从长脉冲高约束模运行60秒、
100 秒到 2023 年的 403 秒、如今突
破1000秒，近年来中国自主研发的

“人造太阳”不断刷新世界纪录，让
中国聚变研究跻身世界前列，也为
全球聚变堆建设提供重要依据。

“聚变反应达到千秒量级才能
自我维持，跨越‘亿度千秒’意味着
人类首次在实验装置上模拟出未来
聚变堆运行所需的环境。”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
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说。

在实验参数跨越的背后，是基

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的跨越。磁约束
核聚变，就是让等离子体在“笼子”
里沿着“磁跑道”奔跑，进而聚变释
放能量。

“以前笼子里跑的是‘小绵羊’，
这次实验是一群试图脱缰的‘野
马’，考验着装置各项系统的稳定
性。”EAST物理实验总负责人龚先
祖介绍，科研人员提升加热系统稳
定性、控制系统精准性、诊断系统精
确性，解决了等离子体物理集成、壁
材料排热等前沿问题，显示了我国
在这一领域的系统科技能力。

据悉，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
聚变工程实验堆已完成工程设
计。根据中国磁约束核聚变路线
图，未来瞄准建设世界首个聚变示
范电站。

燃！中国“人造太阳”创造“亿度千秒”世界纪录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我
国今年将发射神舟二十号、神舟
二十一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九
号货运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 20 日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了这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任
务标识。

自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起，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
标识。2023年至今，每年都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本年度载人航天飞
行任务标识。

根据飞行任务规划，我国今
年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
射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号载
人飞船，飞行乘组均由 3 名航天
员组成。其中，神舟二十号载人
飞船发射后对接于核心舱径向端
口，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
后对接于核心舱前向端口。

据介绍，两次载人飞行任务
期间，主要任务是实施航天员出
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
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开展平台管理工作、航天员保
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等重要
活动。

今年下半年，我国还计划在
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九号货
运飞船，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核
心舱后向端口，主要上行航天员
驻留物资、舱外服等出舱消耗物
资，保障平台安全运行的维修备
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
和样品；下行在轨废弃物。

我国今年将发射
两艘载人飞船和
一艘货运飞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