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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万州，长江水流湍急。
风景秀丽的西山公园内，坐落着一处
静谧墓园。苍松翠柏掩映下，汉白玉
墓碑上，雕刻着展翅欲飞的白色和平
鸽，还有一架战机直上云霄。

墓碑正反两面分别用中文和俄文
镌刻着“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
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
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
墓”。墓碑前，立有库里申科的半身铜
像。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
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
战，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
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
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牺牲在
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
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
他守陵半个多世纪。”2013 年访俄期
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演讲时深情讲述库里申科的故
事。

如今，在库里申科的墓碑周围，中
国守墓人种下的香樟树已亭亭如盖。

“这是一份责任”

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库
里申科与队友率两支“达莎”重型轰炸
机大队抵达成都。当年为库里申科当
过翻译的刘群曾经撰文回忆，这位“天
兵天将”有着质朴的面孔、坚实的体
格，“瞳仁的颜色和中国人的差不多，
眉毛重重的，高高的个子”，有些像“山
东大汉”。

除了对日军进行空中打击，库里
申科还肩负起培训中国飞行员的重要
任务。刘群说，起飞前，库里申科会为

每一名中国飞行员讲清当天的飞行课
目、操纵方法等，要看着飞行员坐到
驾驶舱里、脚踏到刹车，自己才坐到
前舱，落地后还会仔细讲评，有时为
了纠正偏差会连续带飞三四次。“在
青年飞行员的面前，我从来没看到他
有丝毫不耐心，或怕麻烦的神情。”刘
群写道。

1939 年 10 月 14 日，库里申科率
援华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突袭日军
汉口机场，重创日军，在返航途中遭敌
方拦截，库里申科胸部和左肩中弹负
伤，所驾轰炸机一侧发动机被击中。
为保护战机和地面民众，库里申科毅
然放弃跳伞，选择在万县陈家坝地区
长江江面迫降。两名战友游上了岸，
负伤的库里申科却被江水卷走，壮烈
牺牲。

得知库里申科不幸遇难的消息，
万县群众自发沿江寻找，20天后终于
在距失事地点 20 多里的地方找到他
的遗体。当地群众按照中国习俗为他
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

1958年，万县人民政府为库里申
科修建了烈士墓园，并举行隆重的迁
葬仪式。此后，谭忠惠、魏映祥母子接
力为库里申科守墓，迄今已超过一个
甲子。“这是一份责任，是感恩的心，也
是作为中国人的良知。”魏映祥告诉记
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长眠于异国
他乡的烈士不孤单，让英雄事迹和友
谊故事世代流传。

中国“和平勋章”是“我最看
重的荣誉”

“库里申科大队长这样的故事我
听了很多。中国人民对长眠在中国土

地上的苏联烈士始终怀有深深的感
情。”苏联元帅瓦西里·崔可夫的外孙
尼古拉·崔可夫对记者感慨道。他说，
苏联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
也有力支援了苏联卫国战争，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中缔结的友谊“是双方
共同的财富”。

瓦西里·崔可夫元帅与中国有
很深的渊源，他曾学习中文，4 次来
华 ，对 中 国 国 情 也 有 较 多 了 解 。
1940 年底至 1942 年 3 月，他担任苏
联驻华总军事顾问，曾直接参与制
定对日作战计划，与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有
密切接触。

在二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
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
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
以伤亡 3500 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
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

现年65岁的尼古拉，从小在外祖
父那里听到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多
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俄中友好事业，现
任俄中友协副主席。在他心中，有一枚
勋章意义重大。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
访问俄罗斯期间，会见了俄罗斯老战
士代表，并颁发了纪念奖章。尼古拉
也在其中。

“这枚‘和平勋章’是我最看重
的荣誉，因为它是习近平主席亲自
颁发给我的。”尼古拉说，“我感到
自豪！这枚勋章激励着我更努力
地工作。”

“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
结成了深厚友谊，奠定了中俄关系和
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坚实基础。”在那

场会见中，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话让尼
古拉印象尤为深刻。“这也正是俄中两
国关系保持高水平的重要原因。”尼古
拉说。

2015年9月，尼古拉应邀来华，出
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那场盛
大的阅兵仪式令人震撼！”尼古拉说，
中国的强大国力和发展速度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
要讲话中指出：“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
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
必胜！人民必胜！”

“非常难忘！”尼古拉说，这是中国
向世界传递的坚守正义、珍爱和平、团
结合作的声音。

回望历史，传承友谊

10年前，在出席俄罗斯纪念苏联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并访
问俄罗斯前夕，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
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俄两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
贡献。“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
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人民也永
远不会忘记。”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昔
日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地方，中俄
并肩奋战的感人故事打动着和平年
代的人们。每逢清明，在南京、武汉、
重庆、长春等地的纪念凭吊处，一束
束鲜花寄托着中国民众的缅怀之
情。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英
烈碑上，镌刻着 200 多名苏联籍抗日
航空英烈的名字。今年清明节，在纪
念馆留言簿上，一名南京小学生用稚

嫩笔迹写下“我长大也要当飞行员”，
一位 89 岁的老人则写下心愿——

“天下和平”。
5 月的莫斯科，鲜花团簇。“谢

谢！”街道上张贴起致敬老战士的标
语。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对俄罗斯援华志愿飞行员
后代协会主席娜塔莉亚·赫留金娜来
说，即将到来的5月9日具有特殊的纪
念意义。

她的父亲季莫非·赫留金曾任援
华苏联空军志愿队轰炸机部队指挥
官，驾驶战机在南京、武汉等地上空与
日军鏖战，回国后又投身苏联伟大卫
国战争，战功赫赫。

赫留金娜说，父亲曾经说过中国
地形复杂，山脉、峡谷众多。在这样的
条件下驾驶轰炸机执行任务，对当时
的苏联飞行员来说是挑战，也是宝贵
经验。“父亲回国后赴北方地区作战
时，在中国积累的经验派上了大用
场。”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中俄人
民是永远的兄弟’这样的歌声长大
的，俄中人民在并肩奋战中结下的
友谊传承到今天，毫不褪色。”赫留
金娜说，在两国领导人密切互动和
战略引领下，俄中关系保持高水平
发展。

近些年，赫留金娜一直致力于收
集相关史料。她走进中小学举办交流
活动，还邀请中国青少年与俄罗斯同
龄人交流。“这些活动的意义在于，让
青少年了解先辈不屈的抗争历史，了
解俄中友谊的渊源，让友谊继续传承
下去。”赫留金娜说。

新华社莫斯科/重庆5月5日电
（记者赵嫣 刘恺 张琴）

新华社北
京 5 月 6 日电
学习《习近平经
济文选》第一卷
专题研讨班6日
上午开班，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
丁 薛 祥 出 席 并
作开班报告。

丁 薛 祥 指
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面对严峻
复 杂 的 国 际 环
境 和 艰 巨 繁 重
的 国 内 改 革 发
展稳定任务，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加 强 对 经 济 工
作 的 集 中 统 一
领导，提出一系
列 新 理 念 新 思
想新战略，形成
了 习 近 平 经 济
思想，成功开拓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治 经 济 学 新
境 界 。 党 的 科
学 理 论 与 伟 大
实践同频共进，
引 领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取 得 历 史
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充分
彰 显 了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 重
大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世界意
义。

丁 薛 祥 表
示，要深刻把握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 核 心 要 义
和实践要求，以
高 质 量 发 展 全
面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 坚 持
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
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科学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
中求进，强化系统观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丁薛祥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
浪、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各级领导干部要
从新时代的光辉历程中不断深化对“两个确
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重视从讲
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不断提高能力和水
平，改进工作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
泰峰主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
长）陈希出席。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
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企业、高校相关负责同
志等参加。

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专题研讨
班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会
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目的是推动广大干部
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加自
觉用习近平经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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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忘记”
——中俄友谊故事世代流传

在中国西部的祁连山摆浪河
冰川区，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康世
昌研究团队联合甘肃省气象局利
用烟炉、火箭弹和飞机成功实施
了两次人工增雪立体作业，尝试
通过该措施减缓冰川消融、提高
雪冰物质补给，从而有效保护冰
川。

冰川是地球淡水资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
饮用水和灌溉水源，在调节全球
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工增雪作业
增加冰川物质补给
提高冰川表面反照率

研究团队成员、中国科学院
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冰冻圈
与全球变化研究室副主任杜文涛
介绍，通过在高山地区的春季开
展人工增雪作业，既可以增加冰
川物质补给，又能提高冰川表面
反照率，降低太阳辐射的吸收，减
缓冰川消融强度，从而恩泽水文、
生态、农业等多个领域，在更大的
流域尺度或山系尺度对冰川起到
保护作用。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冰川正
以惊人的速度消融。英国《自然》
杂志发表的最新研究显示，2000
年至2023年间，全球冰川物质减
少了约 5%，约为 6.542 万亿吨。
同时，冰川融化持续加速。2023
年一年，全球冰川物质减少量甚
至达到5480亿吨。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3月发布的第三次中国
冰川编目显示，中国最新冰川面
积约为4.6万平方千米，冰川总条

数约为6.9万条。与第二次中国
冰川编目相比，2008年至2020年
间，中国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
6%。

冰川消融影响深远，不仅威
胁全球生态系统，而且对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
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
研究所所长康世昌介绍，冰川消
融会引发水资源危机，直接导致
海平面上升。此外，冰川的持续
消融还会导致冰川自身失稳，对
外界影响更加敏感，加剧冰川灾
害及其次生灾害链的频度和强
度。

如今，科学保护冰川、加强冰
川研究已成为政府、学界和民众
的共识。

覆盖新型材料
用特殊设计的纳米材料

给冰川“盖被子”

覆盖新型材料是当前应用于
冰川保护的一种措施。在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达
古冰川、新疆天山乌鲁木齐河源
1 号冰川等，中国研究团队用不
同的材料如特殊设计的土工布、
纳米材料给冰川“盖被子”，助其

“退烧”。这一措施也早在欧洲部
分冰川旅游地得到应用。

国际冰冻圈科学学会主席利
斯·玛丽·安德烈亚森认为，全球
冰川正经历着持续性萎缩，希望
能有更多新举措积极应对全球
气候变暖，合理规范人类活动，
科学高效保护冰川。她呼吁通
过科学监测和国际合作有效应
对冰川消融。

冰川作为维系地球生态安
全的战略资源，其不可再生性
及强烈消融引发冰川灾害、水
资源危机、生态失衡等连锁反
应，正推动国际社会冰川保护
共识从科学预警加速转化为政
策行动。

联合国大会 2022 年通过决
议，宣布2025年为国际冰川保护
年，并将2025年起每年的3月21
日定为世界冰川日，旨在提高人
们对冰川在气候系统和水文循环
中重要作用以及冰川快速消融影
响的认识。2024 年 8 月，联合国
大会通过决议，宣布 2025 年至
2034 年为“冰冻圈科学行动十
年”，致力于从冰冻圈变化监测、
数据规范和共享，到应对保护的
全链条推进。

杜文涛告诉记者，在当前温
室气体排放量下，人工增雪可有
效保护冰川。今年，研究团队还
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合作，优
化高山区人工增雪立体作业方
案，努力提升保护效果，扩大保
护范围；同时积极引入新手段，
持续做好冰川监测研究，以获取
更精准的数据，为科学保护奠定
基础。

在康世昌等专家看来，纷纷
展开的拯救冰川行动体现了人们
对冰川的重视与呵护，但阻止冰
川消融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依据 2015 年《巴黎
协定》缔约方作出的承诺，将全球
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
以内。

“保护冰川，任重道远，我们
在与时间赛跑。”康世昌说。

据新华社兰州5月 6日电
（记者张文静 李琳海 呼涛）

给冰川“盖被子”助其“退烧”
中国科学家多元探索保护冰川

仁龙巴冰川是西藏著名的海
洋性冰川，如今还保持着冰川的
原始自然状态，是生态研究和地
质勘察的宝贵资源。5月6日，自
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
昌都正式开展我国首次海洋性冰
川航空探测，以掌握海洋性冰川
发育规律和消融变化，为自然资
源管理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我国为何现在要启动对海洋
性冰川的探测调查呢？

海洋性冰川气候多变，通常
位于高海拔地区，地形复杂，数据
获取困难，加上冰川本身的特殊
性质，因此一直是冰川调查工作
中难度较高的一项。首次海洋性

冰川航空探测，就是希望用最新
的技术和装备，掌握我国海洋性
冰川的发育规律。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
中心首席科学家熊盛青说：“这次
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一项国家地
质调查任务，对海洋性冰川典型
的地区，通过开展星、空、地立体
观测和监测，来摸清海洋性冰川
的分布范围、厚度以及变化情况，
然后来计算冰的储量有多少。”

海洋性冰川调查虽然难度最
大，但它是一种珍贵的固态淡水
资源。在这次的海洋性冰川调查
工作中，第一项就是计算出固态
冰的储量，摸清冰川“家底”。同

时，海洋性冰川对全球气候变化
非常敏感，更是全球水循环和气
候调节的重要参与者。通过探测
海洋性冰川，可以更好地理解全
球气候变化的过程和趋势，为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熊盛青介绍，冰川消融可能
引起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气候
的变化，甚至海平面的变化等
等。通过实地探测以后，就可
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根据这
些数据，科学家们再来分析它，
预测它对水资源有什么影响？
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对生态有什
么影响？

据央视报道

摸清“家底”掌握规律

我国首次开展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

全球冰川全球冰川
正以惊人速度消融正以惊人速度消融

2000年至2023年间

全球冰川物质减少了约55%%

约为66..542542万亿吨

2023年一年

全球冰川物质减少量达到

54805480亿吨

第三次中国冰川编目显示

中国最新冰川面积约为44..66万平方千米

冰川总条数约为66..99万条

制
图

陈
昌

保护冰川任重道远

新华社合肥5月6日电（记者戴威）记者6
日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本源
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支持
500+量子比特的中国第四代自主量子计算测
控系统“本源天机4.0”，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产
业已具备可复制、可迭代的工程化生产能力，为
百比特级量子计算机量产奠定产业化基础。

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是量子计算机的“神经
中枢”，承担着量子芯片精密信号生成、采集与
控制的核心职能。“本源天机4.0”是继3.0版本
应用于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
悟空”后的再次升级，在扩展性、集成度、性能稳
定性及自动化水平方面实现跨越式提升。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本
源天机”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介绍，他们自主
研发的系列底层软硬件架构，进一步增强对量
子芯片的高效控制与精准读取，可大幅缩短量
子计算机的研发与交付时间。

据了解，“本源天机 4.0”还额外搭载四大
核心软件——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服务端管理
软件 Naga&Venus、超导量子比特底层操控服
务软件 Monster、全界面量子芯片调控分析应
用软件 Visage、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连接软
件 Storm。其中，全界面量子芯片调控分析应
用软件 Visage，将颠覆超导量子芯片调试的传
统模式。

“如果说量子芯片是精密的微缩城市，全界
面量子芯片调控分析应用软件Visage就是它的

‘中控智慧大脑’，能快速感知量子比特的‘生
命体征’。”孔伟成说，量子芯片“中控智慧大
脑”Visage 的开发，实现了超导量子芯片自动
化辅助控制技术的进步，显著提高超导量子芯
片测试的效率和准确性。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本源
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郭国平介绍，搭载“本源天机3.0”的中国第三代
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自上线以来，
已为来自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600万人
次完成38万余个量子计算任务，赋能金融、生
物医药、流体动力学等领域。

我国科研团队发布
第四代量子计算测控系统

研究人员拍摄的珠穆朗玛峰东绒布冰川消融的冰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