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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鹏

一段时间以来，各中管
高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的重要论述，学习领会和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扎实开展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确保学有质量、查有
力度、改有成效，推动学习教
育不断走深走实。

系统谋划、精心部署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今年
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各中
管高校第一时间动员部署，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
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学习教
育见行见效。

北京大学印发《北京大
学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从

“扎实学习研讨”“深入查摆
问题”“切实集中整治”“坚持
开门教育”“巩固深化成果”
等5个方面明确15项工作任
务；将学习教育要求写入本学
期《组织生活指南》，发送全校
师生党支部，指导支部开展好
学习教育工作；已编发两期学
习参考资料，帮助党员干部有
针对性地开展学习。

浙江大学以贴近师生的
形式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在
学校理论发声平台“启真新论”开设学习教育专题，
组织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
主义学院等平台的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等进行理论研究阐
释；依托学校理论学习资源网、“浙大组工”微信公众
号等，及时刊发中央重要部署和讲话精神。

大连理工大学针对不同党员群体特点侧重安
排学习内容。例如，学生党员重在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教师党
员立足培育践行教育家精神，结合师德师风建设与
专题教育实施方案开展学习；机关党员学习教育与
机关作风常态长效提升专项行动统筹起来，增强党
员干部责任意识、大局观念、执行能力和服务精神。

中山大学充分发挥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
史党建学学科优势，依托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纪检
监察研究院，组建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政治
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财务处师生组成的宣讲团。
师生宣讲团成员积极赴各院系开展学习辅导报告，
累计在校内开展宣讲15次，持续深化学习效果，不
断打牢思想政治基础。

深学细悟、走深走实

不久前，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对标
学习教育相关要求，挖掘陈望道老校长的 15 则故
事，打造了新版《陈望道廉洁家风》课程。

这是复旦大学扎实有力推进学习教育的生动缩
影。坚持在学习教育过程中注重文化涵育，复旦大
学博士生讲师团筹建“学习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主题
宣讲团，重点建设《以古鉴今：从“六条规定”到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学习》等精品课程10门，面向全校学
生党支部和校外单位开放预约。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管高校坚持聚焦主题，在
“实”字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

中国人民大学充分发挥学科学术优势，组织马
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纪检监察学院等
数十名专家学者，为校内外有关单位进行专题授课
近百场；学校党委学生党建和思政工作委员会开设

“学工党员谈作风”“学生党员谈作风”两个专栏，鼓
励师生党员对标校史人物、身边榜样，结合实际谈思
考谈体会谈做法，目前已刊发专栏文章10余篇。

南京大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路径研
究，举办“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专题展览”，运用教师
党员收集的现有资源，开辟专展空间，精心打造高质
量精品展陈，用心讲好党的故事，生动传播红色文
化，真正实现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
砺品格，引发师生党员强烈反响。

学做结合、知行合一

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学习教育过程
中，各中管高校坚持学做结合、真抓实干，一体推进学
查改，将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切实取得成效。

按照清华大学党委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工作部
署及问题查摆和集中整治任务安排，学校已部署开
展全面深入推进校机关、后勤、二级单位机关作风建
设以及为基层减负、解决师生身边“小事难题”、科研
经费合规使用等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的专项行动任
务，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并持续推进落实，务求以实的
作风和举措、成效，提升师生群众获得感。

西安交通大学突出抓好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
学习教育，从4月起，组织开展新任职干部培训班和
年轻干部培训班等主体培训班次，着重将年轻干部
理想信念教育和能力素质提升贯穿培训全过程各方
面，加强对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学习
解读，组织实地参观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通过专题报
告、现场教学、案例分析等多种形式，持续深化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不断加强年轻干部作风建设。

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提升广大师生的获得感、
幸福感。

华中科技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干部深入院系、科
研平台、“一站式”学生社区、教室食堂宿舍、体育场
馆等，通过走访调研、集体座谈、谈心谈话等方式，推
动解决制约单位发展的难题和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各基层党支部、广大党员通过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
队等方式，广泛开展志愿服务，集智聚力办实事、解
难事、促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据新华社酒泉4月23日电（记者李国利 米思源）我国将于
4月24日17时17分发射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陈
冬、陈中瑞、王杰组成。

我国第20艘神舟飞船发射的日子，恰逢“东方红一号”发射
成功55周年，同时也是第10个中国航天日。

4月23日上午，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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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
究决定，瞄准4月24日17时17分发射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飞
行乘组由陈冬、陈中瑞、王杰组成，陈冬担任指令长。

“航天员陈冬执行过神舟十一号、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
务，时隔两年再次担任指令长。”林西强说，陈中瑞和王杰均来自
于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陈中瑞入选
前是空军飞行员；王杰入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空间技
术研究院的工程师。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
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5次载人飞行任务，
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5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
十九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
学与应用实（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
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
综合应用效益。

按计划，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模式，约6.5小时后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
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
舟九号货运飞船和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
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船箭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
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
任务的各项条件。”林西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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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瞄准4月24日17时17分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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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冬 （指令长）

“这不仅是一部中国航天的

奋斗史、发展史，更是一部辉煌

的腾飞史，记录了全体航天人自

立自强、创新超越的伟大历程。”

王 杰

陈中瑞
“生逢新时代，我是幸运的；

能够将个人梦和中国梦、航天梦

紧密相连，我也是幸福的。”

男，汉族，硕士学位。1978年12月出生，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特级
航天员，陆军大校军衔，2010年5月入选为我
国第二批航天员。2016年10月，执行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行任务；2022年6月，执行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神二十乘组任务

神二十乘组航天员陈冬（中）、陈中瑞（右）、王杰。新华社发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试）验，实
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
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
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
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
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与神舟十九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
驻留约6个月

·4月29日，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东风
着陆场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和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的来访

·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在轨驻留已满175天
·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
·6次载荷进出舱任务，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

舱活动9小时时长的世界纪录
·在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方面，共参与实施了

88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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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表示，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各项研制工作进展
顺利，将组织梦舟飞船零高度逃逸等多项试验。

在当日上午召开的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林西强表示，目前，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各项研制工作总体进
展顺利，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望
宇登月服、探索载人月球车等正在按计划开展初样研制试验工
作，月球遥感卫星已完成立项和竞争择优，发射场、测控通信、着
陆场等地面系统研制建设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随着初样研制工作的深入，各系统主要大型试验和跨系统
试验正在稳步推进。

“前期，我们已组织完成了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电气系统综合
匹配试验、梦舟载人飞船首次高空空投试验、揽月月面着陆器整
器热试验。”林西强说，后续将陆续在酒泉发射场、文昌发射场等
地，组织实施梦舟飞船零高度逃逸、揽月着陆器综合着陆起飞验
证、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留点火、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低空飞行及
梦舟飞船最大动压逃逸等试验，全面验证飞行产品关键功能性
能。

“这些大型试验均是对新产品新技术的首次综合性验证，任
务艰巨、准备工作复杂、进度紧张，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很大。”林
西强介绍，工程全线将继续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
神，科学统筹、团结协作、奋力拼搏，确保圆满完成各项试验任
务，为如期实现载人登月任务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据介绍，我国正在按照既定计划有序组织开展第四批航天
员的训练，港澳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预计最早将在2026年首
次执行飞行任务。林西强说：“我国第四批航天员自2024年8月
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
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

据新华社酒泉4月23日电（黄一宸 刘磊）

男，汉族，学士学位。1984年10月出生，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副大队长、四
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2020年9月入选为
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男，汉族，博士学位。1989年9月出生，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陆军
上校军衔。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师。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

我国载人登月任务

各项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将组织梦舟飞船零高度逃逸等试验

链接>>>

斑马鱼
斑马鱼实验将以神舟十八号任务中建立的斑

马鱼—金鱼藻二元生态系统为基础，研究微重力对
高等脊椎动物蛋白稳态的影响，明确蛋白稳态对失
重造成的骨量下降和心血管功能紊乱的调控作用。

涡 虫
涡虫空间再生实验是国内首次开展，本项目

将从个体水平进一步认识再生基本机制，研究结
果有助于解决人类空间损伤等健康问题。

链霉菌
链霉菌在土壤改良、植物促生抗逆、生态系统

构建和维持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次实验研究具有
重要应用价值的微生物活性物质和酶在空间环境
下的表达规律，为利用空间环境资源开发微生物
应用技术和产品奠定基础。

截至目前，已在轨实施了200余项

科学与应用项目，上行近2吨科学与应用

物资，下行百余种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开展3项生命科学实验

将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
技术等领域，持续开展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有望在血管化脑类器官芯片培养、软物质非
平衡动力学、高温超导材料空间制备研究等方面
取得重要突破。

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为了一个技术指标日日夜

夜攻关时，总会想起‘两弹一星’

的前辈们在一片荒芜中开创中

国航天事业。”

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
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特别是国际上首次在轨利用全光阱实现
旋量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制备，建成国际首个空
间光晶格量子模拟实验平台，原子温度冷却到了数
十pK，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时，生成了13种
102个各类样品，将随神舟十九号飞船返回地面。

来源/新华社 制图/方磊

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5次

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

35次飞行任务

交接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