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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本报北京专电 昨天下午，姚
海同、许罗德、朱志远、黄迪南、刘
卫国、孙跃明、廖昌永等全国人大
上海代表团代表围绕“服务改革
发展，促进民生改善”主题与网友
在线交流。

过去一年代表们都做了什
么？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原秘书长姚海同说，过去
一年代表们积极参加调研，走进
基层群众，倾听民情民意，尽心尽
力履职。

据介绍，去年，上海团的代表
开展了两个专题调研，一个是推
进精准扶贫，一个是推进制造业
发展，其中报名参与推进制造业
发展调研的代表有53名，接近上
海全国人大代表的90%。

“这次调研历时3个月，正逢
夏季高温，代表走进基层群众，都
非常尽心尽力。很多代表利用双
休日、节假日凑在一起研究调研

报告怎么写。写好以后，质量非
常好，报告已经送到全国人大，目
前已经送到有关部委。”

同时，上海团代表们参加了
年底的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
专题视察活动，围绕食品安全、司
法改革、生态环境等七个主题开
展了视察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
方面的意见建议。

此外，去年全国人大代表还
参加了全国人大组织的很多活
动。据统计，有7位代表列席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14位代表参
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的视察活动，有19个代表参加了
全国常委会组织的履职学习。

“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还列
席了上海市的人代会和人大常委
会，参加了一府两院情况通报会，
还参加了执法检查、联系社区等
等。这些活动都非常充分。代表
们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了解了
社情民意，为开好全国两会做好
了准备。”

浩瀚宇宙将发生一大拨事情，你知道吗？

航天专家揭秘中国太空计划
航天事业的发展集中体现了国家的发展进步。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

“新华视点”记者独家采访来自航天领域的代表委员和专家，听他们细数2017
年中国太空事业将发生哪些大事。

“当前我国不少地区基层医
疗机构面临医生流失、人才断档
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
医药大学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
司富春说，这是导致乡村居民奔
大医院看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多
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切实推进
改革，把好医生留在基层。

司富春深入多家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站调研发现，全科医
生、中医药人才严重不足，基层医
疗机构普遍存在人员学历偏低、专
业知识不强等问题。因此，他带来

《建议国家进一步多途径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待遇低、职称晋升难一直是
基层医疗机构招不进人才、留不
住人才的重要原因。”司富春认
为，这种现象多年未变。

“基层医疗是卫生服务的网
底，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全
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
何伟说，患者对家门口的基层医疗
机构“不信任”，一是因为缺少好医
生，二是缺乏优质医疗设备。

据新华社电

把好医生留在家门口
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加强基层医院建设

新华社 图

■代表委员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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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专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将于3月5日开幕，
赴京参会的许多代表已经充分酝
酿了议案和建议。科创中心建
设、自贸试验区、互联网产业、郊
区治理等话题，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
分院院长朱志远关注科创中心建
设，他认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已
走在全国前列，但目前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稍显不足。为此，他建
议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关注
“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他说，目
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沿线涉
及众多具有不同法律制度、政治制
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由于
相关的法律服务还存在着诸多的
缺口和遗漏，蕴含着一定的经济风
险，因此，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全

面提升“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的水
平和能力，以及为我国企业对外投
资保驾护航的实力和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经信
委副主任邵志清希望一带一路沿
线应搭建现代化“驿站”，比如IT
服务、法律服务、语言服务等驿
站。他表示，本次两会他将提交
关于加快能源互联网、推进科创
中心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搭建
现代化驿站等议案和建议。

民生问题也是代表的关注所
在。全国人大代表、长宁区虹储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十分关
注“医养结合”话题。由于医疗机
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很多郊
区养老院建得很好，但老年人又
不愿去，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
里又不能养老。朱国萍希望，长
者照护之家这种家门口的养老院
模式打通老人的生活圈和养老
圈，建议类似医养结合的模式能
够普及。

科创中心建设等备受代表关注

上海团代表与网友交流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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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4月出征
首试“太空加油”
4月，我国第一个“太空快

递员”天舟一号，将从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
介绍，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是我国
自主研制的全密封货运飞船，采
用两舱构型，起飞质量13吨，能
运输6吨重的物资。它主要承
担为空间实验室运送消耗物品、
推进剂、维修设备、维修器材和
试验载荷设备等任务，并且下行
一些空间站废弃物。

天舟一号最重要的使命是
与天宫二号进行交会对接，为天
宫二号“太空加油”，开展在轨维
修和推进剂在轨补加等技术验
证。这是我国建设空间站之前
在太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
试验。

嫦娥五号38万公里外
采回月壤
嫦娥五号是我国迄今研制

的难度最大、任务最复杂的航天
器。按计划，嫦娥五号将在今年
11月底前后从中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发射升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五院月球探测卫星
总指挥兼总设计师顾问叶培建
介绍，8.2吨重的嫦娥五号将实
现我国开展航天活动以来的四
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
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
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
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
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如果进展顺利，整个过程将
在 1 个月内完成，2017 年内就
能将2公斤的月壤“打包”回地
球。“届时，我国探月三期的目标
就全部完成。”叶培建说。

北斗导航服务区域
覆盖全球
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今

年也有大动作。北斗三号卫星
计划在 7 月左右进行首次发
射。北斗三号卫星今年计划发
射6至8颗，将实施数次一箭双
星发射。

包为民介绍，北斗三号服务
区域将从北斗二号时的覆盖全
球三分之一扩大到全球；卫星性
能也大幅提升，单星设计寿命达
到12年。

继2016年成功发射3颗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后，目前我国
已有22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轨运
行，其中新一代卫星7颗。

6颗新卫星助力人们
在飞机高铁上触网
2017 年，我国计划发射实

践十三号（中星16号）、实践十
八号、中星9A、中星9C等共6颗

通信卫星，使我国的通信卫星技
术进一步迈向国际前列。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
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副部长王敏
介绍，4月，我国将发射首颗高
通量通信卫星实践十三号（中星
16号）。这颗卫星首次在高轨
道上应用激光通信和电推进等
技术，通信总容量达20G以上，
超过我国此前所有通信卫星容
量的总和。

6月，起飞重量达7吨的实
践十八号卫星计划发射，它所采
用的我国最新研发的承载能力
最大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能
与国际上最先进的通信卫星平
台媲美。

王敏说，未来人们在飞机、
高铁上流畅接入互联网、收看
4K超高清节目就靠天上的高通
量通信卫星来实现。

一大拨守望人们家园的
卫星即将来袭
今年，还有一大拨应用新技

术、具备新技能的新卫星将相继
升空，它们用自己的点点星光，
守望地球上人们的幸福生活。

观天象知冷暖的风云气象
卫星家族有望添丁；硬X射线调
制望远镜卫星预计今年升空；被
称为“张衡一号”的首个电磁监
测试验卫星预计下半年发射，将
使我国成为唯一拥有在轨运行
的多载荷、高精度地震监测试验

卫星的国家。
同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迅

速。今年，我国0.5米级高分辨
率商业遥感卫星--高景一号将
迎来两颗新星，随后4颗在轨的
0.5米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将
完成组网，实现全球任意地点每
天重访一次。

今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虹
云工程的首颗技术验证星也将
升空，该工程建成后，能让人们
在世界任意角落接入互联网。

“长征家族”运载火箭
全年露脸28次
2017 年，我国宇航发射任

务将再创历史新高，“长征家族”
运载火箭全年宇航发射计划28
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六院科技委主任谭永华
表示，自2015年、2016年我国自
主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氢
氧发动机成功助推新一代运载
火箭长征六号、长征七号、长征
五号相继首飞后，今年长征五号
和长征七号迎来新的飞行任务。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此前成
功发射为我们新一代大型运载火
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承
担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和嫦娥五号
的发射任务，可以说是真正意义
上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进入工程应
用阶段，所以这两次发射都特别
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