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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
树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对他们表
示亲切问候并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指出，你们结合亲身经
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

论，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
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习近平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希望你们继续讲
好身边的生动故事，带动更多市民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
城市建设和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

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上海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之后多次对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老杨树宣讲汇”由长期
工作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老干部、

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
成，主要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的创
新理论、人民城市理念等宣讲活
动。近日，该团队全体同志给习总
书记写信，汇报开展宣讲的情况，表
达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上海人民
城市建设作贡献的决心。

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天气转冷。以往，东北人说
“冬季来了”，意味着严寒和“猫
冬”的开始。如今，从北到南，从
小众到大众，冰雪运动、冰雪旅
游、冰雪消费在全国范围内日益
升温。“冷”资源孕育“热”产业、激
活“热”经济，这一“冷与热”的辩
证法，为我们做好当下经济工作
提供了启示，增添了信心。

有报告预测，2025 年中国冰
雪产业规模预计突破 1 万亿元。
滑雪、冰钓、冰雪装备……生动诠
释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
道理。

“冷”“热”转换的案例，不止
于冰雪经济，在国民经济各行业
各领域，都有一些看似冷门的学
科、角落、生意。随着高质量发展
的推进、多元化需求的涌现，这些
冷门的、闲置的、沉睡的资源被一
一“唤醒”，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浙北莫干山脚下闲置的宅基
地和农房，经过巧手改造，变成备
受城里人欢迎的精品民宿、网红民
宿；上海长江之滨钢铁厂搬迁后留
下的高大厂房，摇身一变成为数据
中心，实现从吞吐物料到吞吐数据
的巨大转变；曾经风沙肆虐的大西
北戈壁荒漠，装上光伏板和风机后
变身“陆上三峡”，收获“发电＋治

沙”的双重效益……
推动“冷”“热”转换，需要解

放思想，做到因地制宜。我国幅
员辽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
色。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瞄准细
分市场需求，往往能闯出一片新
天地。拿北方普遍拥有的“冷”资
源来说，既可以发展冰雪经济，也
可以发展绿色算力，不少地方已
经依托天赐“凉”机做出了文章、
尝到了甜头。关键是要注重需求
牵引，在供给层面进行创造性转
化，这考验着地方的发现力和创
新力。

推动“冷”“热”转换，还需要善
用科技，提高附加值。“冷”“热”转
换往往需要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就
是科技。远离海洋的新疆能在看
似无用的盐碱地中打造海鲜养殖
基地，靠的就是科学养殖。冰雪经
济要延伸产业链，富有科技含量的
冰雪装备是一个方向。蓬勃发展
的数字经济，更是具有乘法效应，
和诸多冷门资源结合后，往往能起
到点“数”成金的效果。

人们对于经济运行的体感，
不仅来自宏观的统计数字，更来
自微观的实践创新。只要各地各
部门开动脑筋、擦亮眼睛，在“冷”

“热”转换上下功夫，就能为中国
经济贡献更多力量。（据新华社）

深挖“冷”资源，激活“热”经济

新华社酒泉11月 4日电 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4日在东
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十八号乘
组在轨飞行总时长达到 192天，刷
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飞行时长
新纪录。

神舟十八号乘组由叶光富、李
聪、李广苏 3名航天员组成，3人均
为“80后”，都有过飞行员经历。指
令长叶光富是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执行过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
李聪和李广苏均为我国第三批航天
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于 4 月
25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返回舱11月4日在东风着陆场
成功着陆，在轨飞行总时长达 192
天，刷新此前神舟十七号乘组在轨
飞行187天的纪录。

任务期间，神十八乘组进行 2
次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空间碎片
防护装置安装和多次货物出舱任
务。5月 28日，乘组用时约 8.5小
时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
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7
月3日，乘组用时约6.5小时完成第
二次出舱活动。

空间站阶段载人飞行任务常态
化开展以来，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
飞行时间不断突破。神舟十二号乘

组在轨驻留 92天，神舟十三号、十
四号乘组都是在“太空出差”183天
后返回地球，神舟十五号乘组在太

空飞行 186天，神舟十六号乘组在
轨驻留154天。此前，神舟十七号3
名航天员在轨飞行187天。

神舟十八号乘组刷新我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飞行时长纪录

新华社酒泉11月 4日电 神
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4日在
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遨游太空
192 天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
返回地球。航天员叶光富在轨飞
行总时长达到 375天，刷新我国航
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纪录，成为
目前我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

叶光富是我国第二批航天
员，是我国首位累计在轨飞行时
长超过一年的航天员。

2021年 10月 16日，叶光富和
队友翟志刚、王亚平驾乘神舟十
三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实
现自己首次飞天梦想的同时，进
行了个人首次出舱活动。他们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顺利返回地球，
在轨驻留 183天，开启了中国空间
站有人长期驻留的时代。

2024 年 4 月 25 日，叶光富作
为神舟十八号乘组指令长重返天
宫。在执行神舟十八号乘组首次
出舱任务中，他与队友李广苏漫

步太空约 8.5小时，刷新了中国航
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

叶光富和队友李聪、李广苏
在轨飞行 192天，完成了 2次出舱

任务，在轨开展了大量科学实验
与技术试验，还在太空中度过了
中秋节和国庆节，迎来了神舟十
九号航天员乘组。乘组完成全部
既定任务后，顺利返回东风着陆
场。

自 2003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完成中国人首次太
空飞行，到 2008 年翟志刚乘坐神
舟七号完成中国人首次太空行
走，再到神舟十三号实现首次在
轨驻留 6个月，我国航天员在轨飞
行时间不断突破。

随着神舟十九号顺利升空，
从“60后”到“90后”，我国共有 24
名航天员飞上太空。未来，伴随
空间站阶段载人飞行任务常态化
开展和载人登月任务的启动实
施，我国航天员将在浩瀚宇宙里
创造更多纪录。

375天！叶光富成为我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航天员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记
者4日从民政部获悉，2024年前三
季度，各级民政部门共依法处置
非法社会组织 659 家，其中取缔
152家、劝散 383家、引导登记 124
家；发布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105个。

据了解，2024年初以来，民政
部督促指导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保
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持续巩固
拓展打击整治成果，推动常态化打
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不断向

纵深发展。其间，部分地区重拳出
击，取缔了一批或冠以“中字头”或
迎合社会热点的非法社会组织。

据介绍，下一步，民政部将加
快推进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提升

“互联网＋”智能化监测预警能
力，持续加大线索排查和执法查
处力度，始终保持对非法社会组
织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同时加
大宣传和以案示警，汇聚各方合
力，努力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
土壤。

今年前三季度各级民政部门
依法处置非法社会组织659家

新华社东京11月4日电 日
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4日成功发射一枚H3大型运载火
箭，将日本防卫省的一颗通信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H3运载
火箭首次成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
卫星。

JAXA的直播画面显示，当地
时间 4日 15时 48分（北京时间 14
时48分），H3运载火箭从位于日本
南部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
发射升空。约29分钟后，火箭将名
为“闪耀3号”的防卫通信卫星送入
同步转移轨道。此后卫星将依靠

自身燃料飞行变轨，直至进入高度
约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

此次发射的H3运载火箭4号
机配置与此前已发射的 3枚火箭
相同，一级主发动机采用 2 台
LE－9膨胀循环氢氧发动机，外加
2个固体火箭推进器，短整流罩。

2023年3月7日，H3运载火箭
1号机作为日本新一代主力运载
火箭首飞失败，此后2号机、3号机
均发射成功。本次发射最初定于
10月 20日进行，由于天气原因及
火箭二级发动机检测出现异常，
发射被多次推迟。

日本H3运载火箭发射一颗防卫通信卫星

新华社开罗11月3日电 喀
土穆消息：苏丹财政和经济规划
部长贾布里勒·易卜拉欣 3 日宣
布，世界银行已同意拨款3.54亿美
元帮助苏丹实施多个应急项目。

易卜拉欣当天在苏丹东部城
市苏丹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这笔资金是世界银行提供的
赠款，将在2025年6月之前拨付给
与苏丹政府协作的联合国机构。
其中，1.3亿美元用于粮食供应，1
亿美元用于应对社会突发状况，
8200万美元用于缓解卫生灾难，
4200万美元用于教育应急计划。

易卜拉欣说，苏丹武装冲突
仍在持续，给经济造成的损失难

以估计。他呼吁各捐助方切实兑
现承诺，以解苏丹燃眉之急。

10月下旬，易卜拉欣前往美
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 2024年年会，寻求资
金援助。易卜拉欣与世行官员在
年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达成上
述约定。

2023 年 4 月 15 日，苏丹武装
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
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
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冲突使苏
丹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上月发布报告预测，2024年
苏丹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萎缩
20.3％。

世行同意拨款3.54亿美元援助苏丹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在提速。

11月 4日，科学技术普及法修
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这是科学技术普及法自
2002年公布施行以来的首次修订。

科普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行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以
来，对促进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公民
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创新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从2003年的1.98％提升至
2023年的 14.14％，全球创新指数排
名从 2012年的第 34位上升到 2024
年的第11位。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向常委
会会议作修订草案说明时介绍，随
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科普事业
还存在对科普工作重要性认识不
够、主动性不强，高质量科普产品
和服务供给不足，科普队伍建设滞
后，科普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问
题，有必要修改现行科学技术普及
法。

修订草案主要有哪些变化？
修订草案聚焦科普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优化创新制度，完善体制机
制，新增“科普活动”和“科普人员”
两章，从现行的6章34条增加到8章
60条，主要包括明确科普的总体要

求和目标方向、强化科普社会责任、
促进科普活动、加强科普队伍建设、
强化保障措施等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草案所指的“科
普活动”不是指实践中举办的具体

“活动”，而是指完成科普职能的所
有动作的总和。

——推进高水平科学教育，培
养高素质创新大军。

科学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科
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任务。只
有推进高水平科学教育，自主培养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科技
人才，才能实现国家科技进步。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
中心培训处处长、研究员彭春燕指
出，草案把科学教育作为科普一项
重要内容，明确了各类教育机构的
科普责任，将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
象力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容，把弘
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贯穿于教
育全过程。

草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科普责
任进行了细化，如：高等学校应当发
挥科教资源优势，开设科技相关通
识课程，开展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
教育。中小学校应当完善科学教育
课程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科学兴
趣，培养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学前
儿童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加
强科学启蒙教育，培育、保护好奇心

和探索意识。
——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推

动科普产业化。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我国科普事业主要依靠政府
主导，全社会科普投入不足，迫切
需要健全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
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普格
局。

草案明确，国家发展科普产业，
推动科普公共服务市场化，鼓励兴
办科普企业，促进科普与文化、旅
游、体育、卫生健康、农业、生态环保
等产业融合发展。国家支持科普产
品和服务研究开发，提升科普原创
能力，依法保护科普成果知识产
权。鼓励企业将自身科技资源转化
为科普资源，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生
产线等科研、生产设施。

“经过多年发展和探索，我国科
普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产业化逐
步融合，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科普
活动。草案围绕通过产业融合实现
科普产业快速发展、提升科普产业
发展的质量、明确企业的科普责任
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助于推动科普
产业发展。”彭春燕说。

——壮大科普人才队伍，释放
“第一资源”效能。

从深耕科普的院士大咖、科研
骨干到扎根乡村的科普教师、科技
志愿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技人

员主动向公众传播前沿科学知识、
提供科普服务，我国科普人员队伍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科
普人员达 199.67万人，其中超过八
成为科普兼职人员。必须进一步提
高科普人员素质，加强科普人才储
备，为开展科普活动提供有力保障。

为此，草案新增了“科普人员”
一章，围绕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
员队伍，鼓励和支持老年科学技术
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支持有条
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和完
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完善科普
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等内容作
出规定。

与此同时，草案对健全科普人
员评价、激励机制作出规定，鼓励相
关单位建立符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
定、绩效考核等评价制度。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工作
者参与科普的认同度高、意愿强，但
由于实质性的考核评价机制缺失，
导致其行动力偏弱，从科研到科普
的链条不畅通。”彭春燕说，这一规
定直面问题核心，将极大增强科研
人员投身科普事业的动力。

筑牢大国科普基石！以法治护
航，新时代科普工作将为推动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有力的支
撑。 （据新华社）

科学技术普及法22年来首次修订！筑牢大国科普基石

11月4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从左至右）安全顺
利出舱（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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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客商在广交会上参观选购颈部按摩仪。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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