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3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探测四号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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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任务是继8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又一次胜利。
而在8月10日，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搭载西光壹号01星等七颗卫星顺利升空。“五天三箭九星”，意味着什么？

8月13日，游客在遵
义会议陈列馆参观游览。

暑期，不少游客来到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感受
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据介
绍，自7月初以来，遵义会
议会址日均接待游客超3
万人次。

新华社 发

贵州遵义
红色旅游
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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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
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更好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
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为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意见》提出6方面24条政策措
施。一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大重

点领域引进外资力度，发挥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拓宽吸引外资渠道，支持外商投资企
业梯度转移，完善外资项目建设推
进机制。二是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
民待遇。保障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
动，支持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
作，确保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三是
持续加强外商投资保护。健全外商
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强化知识产权
行政保护，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力度，规范涉外经贸政策法规制

定。四是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
平。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员工停
居留政策，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
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统筹优化涉外
商投资企业执法检查，完善外商投
资企业服务保障。五是加大财税支
持力度。强化外商投资促进资金保
障，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
资，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国
家鼓励发展领域。六是完善外商投
资促进方式。健全引资工作机制，便

利境外投资促进工作，拓展外商投资
促进渠道，优化外商投资促进评价。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
有关单位切实做好进一步优化外商
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
工作。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出台配
套举措，增强政策协同效应。商务
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指导
协调，做好政策宣介，及时落实政策
措施，为外国投资者营造更加优化
的投资环境，有效提振外商投资信
心。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据新华社南京8月13日电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济大省广东、江苏今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6
万亿元，持续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上半年广东、江苏经济总量分别为62909.8亿元、
60465.3亿元，双双跻身“6万亿元俱乐部”，跨越新的增
长台阶。在观察人士看来，粤苏等经济大省正向常态化
增长轨道回归，经济增长动能不断优化。

广东省工信厅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23.2%，连续30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且呈回升上扬态势，特别是工业技术改造投
资保持较快增长。

同期，江苏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占GDP比
重36.3%，是全省经济稳定恢复的“压舱石”。从工业生
产看，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分别达49.6%、41.1%；规上工业中新能源汽车整
车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锂离子电池制造增加值分别
同比增长86.5%、36.9%、28.8%。

今年4月，全球光伏组件巨头阿特斯位于江苏宿迁
的工厂一期TOPCon电池项目正式投产，这是阿特斯全
球首个TOPCon电池量产基地。

“上半年宿迁新能源相关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94.39%，光伏产业
有望在今年成为宿迁首个突破千亿元产值的产业。”国网
宿迁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巴小宇说。

数据显示，上半年宿迁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1%，
增速位居全省第二。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月友分析，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向来是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经济韧性强、活力足，新动能
优势正在加快释放。

上半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
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61.6%，拉动出口整体增长1.8个
百分点。

在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一辆辆比亚迪“元plus”
汽车从深汕小漠港码头堆场，有序驶入滚装轮船，完成
装船作业后随船出口海外。今年上半年，比亚迪在海外
累计销量7.43万辆，已超过去年全年5.59万辆的海外
销量。

今年以来，广东、江苏等地餐饮、旅游等业态加速复
苏，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

上半年，江苏接待境内外游客4.78亿人次，同比增长
98.3%；实现旅游业总收入6100亿元，同比增长83.5％；
文旅消费总额占全国10.2%、位居全国第一。

6月举行的第五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
沪苏浙皖文化和旅游部门共同签署《长三角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框架协议》，聚焦共同推动区域重大项
目建设、文旅消费复苏振兴等6项内容，联手实施文化和
旅游“出海战略”。

受访专家认为，当前粤苏等经济大省正持续推进高
质量发展，积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将为全国
经济稳中求进作出新贡献。

粤苏上半年GDP
双双突破6万亿
经济增长动能优化

“五天三箭九星”意味什么？

8月12日，中铁十局的工作人员在济郑高铁山东段
大庙屯线路所42号道岔I级施工。

8月 12日晚至 13日凌晨，由中铁十局承建的济
（南）郑（州）高铁山东段大庙屯线路所42号道岔I级施工
全部完成，标志着济郑高铁与济南铁路枢纽实现互联互
通，为后续实现济郑高铁与京沪高铁、石济客专、胶济客
专、济青高铁、济莱高铁互联互通奠定基础。 新华社发

济郑高铁与济南铁路枢纽
实现互联互通

每颗卫星都有其独特之处

回顾近三次发射，中国航天分别
通过三发火箭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太
空，其中有两颗卫星是《国家民用空间
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
2025年）》中的遥感卫星，均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每颗卫星
都功能强大，意义不凡。

以最新发射的陆地探测四号01
卫星为例，该卫星采用L波段合成孔
径雷达（SAR）载荷，可提供多种观测
模式，是我国天基灾害观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卫星投入使用后，将凭
借快速机动、高精度微波成像的特点
助力防灾减灾工作，并将与其他遥感
卫星联合应用，进一步完善我国天基
灾害监测体系。

再比如由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发
射升空的地卫智能应急一号卫星，该
卫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具备智能操
作系统，配置高分辨率面阵相机、近红
外相机等载荷，利用星上智能处理技术
提供地面热点地区遥感观测服务。此
外，该卫星还是国内首个将汽车底层操
作系统运用到商业航天上的案例。

民营航天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取得的“三连
胜”中有一次执行发射任务的运载火
箭是我国民营火箭公司研制，这意味
着除传统意义上的航天“国家队”外，

“民间力量”作为中国航天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8月10日中午，由星河动力研制
的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一箭七星”成功发射，此次任
务是谷神星一号系列商业运载火箭一
个月内的第二次发射，今年以来连续
第三次成功发射，也是该型火箭连续
第七次成功发射。

目前，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已累
计服务15家商业卫星客户，完成28
颗不同功能商业卫星的入轨发射。为
对地观测、气象监测、卫星物联网、科
普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提供了发展助
力。

此外，我国新兴商业航天公司东
方空间的“引力-1号”中型运载火箭，
预计在今年下半年于山东东方航天港
执行首飞任务，此次发射计划为海上
发射。火箭研制团队负责人介绍，“引

力-1号”定位于满足低轨中小卫星大
规模组网需求，火箭高31.4米，整流罩
直径4.2米，起飞重量400吨，起飞推
力600吨，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该型
火箭一旦首飞成功，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固体运载火箭。

追求成功之路永无止境

纵观世界航天发展态势，航天仍
是一项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事
业，需要久久为功，不断突破和超越自
我。

以陆地探测四号01卫星研制历
程为例，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
的成员们“十五年磨一剑”，终于实现
了世界上高轨道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从

“零”到“一”的突破。
面对“合成孔径雷达在高轨道上

能否成像”这一难题，研制团队从成像
机理开始深挖，梳理出影响成像的关
键因素并逐一进行分析。

“想想老一辈航天人是怎么过来
的。没有成熟经验，我们就从最原始
的原理入手，再逐渐尝试，一步步探索
出道路。”回忆起当时的论证场景，陆

地探测四号01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
师张庆君坦言，面对“一张白纸”虽有
过迷茫，但始终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
撑着大家前进。

作为我国发射次数最多的一型火
箭，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
大量发射任务考验，其技术成熟度和
可靠性有目共睹，执行此次陆地探测
四号01卫星发射任务，研制团队仍未
停下优化改进的脚步。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近年
来采取多项技术改进和可靠性增长措
施，这些改进也应用于本次发射任务，
为用户持续提供优质发射服务。”长征
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型号总体设计师
张耘隆介绍，火箭研制团队共对箭上
和地面设备进行了10余项优化改进，
涉及常规发动机、低温发动机、软件等
方面，进一步提升了火箭的可靠性。

据介绍，除完成日常发射任务外，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团队还
统筹现有人力、物力，持续推进运载能
力和可靠性“双提升”工程，为后续高
密度发射打下基础。目前，运载能力
和可靠性“双提升”工程大部分工作已
完成，预计今年下半年进行飞行应
用。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