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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记者 李国利）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12日公布了中国载人登月初
步方案，计划2030年前实现登月开展科学探索。

当日在武汉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商业航
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设
计师张海联表示，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
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其后将探索建造月球科
研试验站，开展系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
试验验证。

据了解，我国载人登月的初步方案是：采用两
枚运载火箭分别将月面着陆器和载人飞船送至地
月转移轨道，飞船和着陆器在环月轨道交会对接，
航天员从飞船进入月面着陆器。其后，月面着陆
器将下降着陆于月面预定区域，航天员登上月球
开展科学考察与样品采集。在完成既定任务后，
航天员将乘坐着陆器上升至环月轨道与飞船交会
对接，并携带样品乘坐飞船返回地球。为完成这
项任务，我国科研人员正在研制长征十号运载火
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
球车等装备。

中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公布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谢希瑶
潘洁）商务部等13部门研究制定的《全面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7月12日对外发布，
提出到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
城市全面推开，推动多种类型的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建设。

计划提出五方面实施重点，包括系统
谋划设计，优化社区商业布局；改善消费
条件，丰富居民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
增强多元消费体验；推动技术赋能，提升
智慧便捷水平；促进就业创业，提高社区
居民收入。

在改善消费条件、丰富居民消费业态
方面，提出在居民“家门口”（步行 5 分
钟—10 分钟范围内），优先配齐购物、餐
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业态，
引进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在居
民“家周边”（步行15分钟范围内），因地制
宜发展文化、娱乐、休闲、社交、康养、健身

等品质提升类业态，让消费更舒心。
发展“一店一早”。支持特色化、多元

化的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推动品牌连锁便
利店（社区超市）进社区，搭载代扣代缴、
代收代发、打印复印等便民服务，提高便
利化程度。以早餐店、小吃店、“便利店＋
早餐服务”“互联网＋早餐服务”等为主
体，构建多层次早餐供应体系，增加网点
密度，丰富早餐品种，保障居民“吃得
好”。

补齐“一菜一修”。支持菜市场（菜
店）标准化、智慧化改造，拓展服务业态，
提升环境、卫生和质量，促进放心消费、惠
民消费。规范有序发展集修鞋、配钥匙等

“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码标
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

服务“一老一小”。鼓励按照适老化
标准建设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
养老机构利用配套设施提供社区养老服
务。探索发展社区食堂，建立老年人助

餐服务网络。鼓励建立社区护理站，为
行动不便的失能、残疾、高龄、长期患病
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发展嵌
入式、标准化的托育机构和托育点，提供
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平价
服务。

计划还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在政
策保障方面，提出将超市、便利店、菜市场
等纳入保障民生、应急保供体系，将智能
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场所等纳入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微
利、公益性业态给予房租减免、资金补贴
等支持。鼓励探索社区基金模式，规范运
营管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按相关规定
落实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政
策。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3年6月
底，前两批80个全国试点地区积极拓展便
民生活圈覆盖范围，累计建设2057个便民
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4201万人。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7月11日，中国移动
联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联合中国
银行在数字人民币App上线SIM卡硬钱包产品，
该产品具有无电无网支付功能，推动数字人民币
支付更便捷，体验更友好。

手机黑屏，碰一碰POS机，交易小票就打印了
出来……整个支付交易过程十分“丝滑”。这是7
月11日记者在中国联通北京西单营业厅看到的情
景。正在此办理话费充值业务的王先生本着尝鲜
的心态更换了超级SIM卡，成为数字人民币SIM
卡硬钱包的首批用户。“真是太方便了，再也不用
担心手机突然没电了。”王先生说。

SIM卡硬钱包是指通过把数字人民币软钱包
关联至超级SIM卡，使SIM卡具备数字人民币支
付功能。同时，SIM卡硬钱包具有无电无网支付
功能。手机可在断网、亮屏、熄屏、无电关机等情
况下使用，即使遇到无法开机的突发情况也能轻
松应对，功能升级使无电无网支付场景变为现
实。记者了解到，持有运营商普通SIM卡的用户
可持个人身份证到营业厅直接升级为超级 SIM
卡，但目前只有具备NFC功能的安卓手机支持数
字人民币SIM卡硬钱包使用。

实际上，此前在一些固定品牌、机型的安卓手
机上也可实现数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而此次
新功能的上线，极大拓展了数字人民币无电支付
功能的使用范围。

“SIM 卡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安全硬件介
质。三家运营商的用户规模非常大，渗透力、接受
度也很高，在应用上，SIM卡硬钱包应用会非常广
泛。这将大大拓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丰富
应用范围，相较于其他硬钱包优势非常明显，有助
于数字人民币的进一步普及。”招联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表示，数字人民币SIM卡硬钱包的落地，丰富
了数字人民币的业务形态，同时也拓展了超级
SIM卡的应用，让用户拥有“一卡在手，走遍天下”
的便捷支付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SIM 卡硬钱包具有很高的安
全等级。同时，用户可以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灵
活设置开启或关闭小额免密支付金额，保障消费
安全。“如果手机不幸丢失，用户可在另外一部手
机上登录数字人民币 App，对 SIM 卡硬钱包进行
及时挂失止付，不用担心账户被盗的情况。”中移
动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数字人民币项目经理孙彬峰
表示。

数字人民币自试点以来，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应用场景也不断丰富。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已
有 17 个省份的 26 个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数字人社建设
行动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提升社会保障卡社银联
动服务水平，探索推进社会保障卡加载数字人民
币支付功能。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数字人民币提供了应用
场景，数字人民币也助推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
展。应进一步加强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建设，通
过完善的生态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字人
民币无处不在、触手可及，进而吸引更多公众和
机构使用，提高使用频率和用户体验。”董希淼
说。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胡喆
宋晨）7月12日上午，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
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按
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至此，经历首飞失利后的卧薪尝胆，
朱雀二号成为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
甲烷火箭，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在新型低
成本液体推进剂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朱雀二号有何新特点？从首飞失利
到复飞成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带来变革：商业火箭发射成本有望降低

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遥二运载
火箭为两级构型，以液氧甲烷为推进剂，
箭体直径3.35米，全箭高度49.5米，起飞重
量约219吨，起飞推力约268吨。火箭一级
采用 4 台天鹊 80 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并
联，二级采用1台天鹊80吨级液氧甲烷发
动机和1台天鹊10吨级游动液氧甲烷发动
机组合而成。

作为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
火箭，朱雀二号的成功发射填补了国内液
体火箭型谱的空白，有望降低商业火箭发
射成本，为商业火箭发射市场带来变革。

什么是液氧甲烷？航天专家告诉记
者，液氧甲烷是一种火箭燃料，由液态氧
气和甲烷混合而成。甲烷是天然气的主
要成分。随着天然气被送入千家万户的
厨房灶台和工厂机组，其燃烧效率高、绿
色环保、成本低、易制取等优点日益凸显，
甲烷也逐渐成为火箭发动机研究者无法
忽视的燃料选项。

火箭研制方蓝箭航天CEO张昌武表
示，液氧甲烷火箭是蓝箭在创业之初就选
定的发展方向，通过这一设计思路，未来

可实现更低的成本以及火箭的可重复使
用，同时还能填补相关航天领域内的空
白。

此次朱雀二号的飞行试验主要考核
了这一新型液氧甲烷火箭测试发射和飞
行全过程方案的正确性、合理性，各系统
接口的匹配性，为后续火箭正式商业飞行
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继续以朱雀系列运载火箭为
核心产品，对产品进行持续优化迭代，进
一步提升火箭性能，为市场提供低成本、
高性能、大运力的火箭产品。”张昌武说。

正视失败：朱雀二号再征苍穹获成功

浩瀚宇宙令人向往，但探索宇宙之路
并非一片坦途，当中充满风险和挑战。

仅今年上半年，国外已有两款液氧甲
烷火箭挑战首飞入轨，即美国相对论空间
公司的人族一号火箭和美国太空探索技
术公司（SpaceX）的“星舰”，可惜均以失败
告终。

2022 年 12 月 14 日，朱雀二号遥一运
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首飞试
验，因二级游机异常关机故障而遗憾失
利。

为此，蓝箭航天成立专项工作组查明
故障原因和故障机理，并针对故障采取多
项改进措施，通过仿真、地面试验和发动
机试车验证了改进措施的有效性，在2023
年3月18日通过故障归零专家评审。

“一方面要解决出现故障的部分，重
新设计、制造、试验、考核；另一方面，要做
全箭技术状态管理的复查，尤其是所有涉
及接口的复查。”张昌武说。

朱雀二号自首飞任务失利至复飞成
功，历时半年多。这期间，蓝箭航天不仅

在三个月内完成了遥一火箭飞行故障归
零，而且快速组织了遥二火箭的总装工
作。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上述工作并非易
事。研制团队卧薪尝胆，不断优化设计方
案、举一反三，只为“把问题留在地面，把
成功带上太空”。

以此次任务中担当火箭智能化“方向
盘”使命的大功率电动推力矢量伺服系统
为例，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3所的研制
团队历经5年潜心研究，最终让这一火箭
智能化“方向盘”能精准执行系统给定的
动作指令，目前误差仅为千分之五，充分
满足了这款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对伺服系
统低成本与高性能的要求。

“此次发射，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
枚火箭，更作为民营航天力量收获了研
发、试验、生产、发射全链条的完成能力。
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朝着火箭批量
化、商业化研制目标前进，用创新打造自
身独特价值。”张昌武说。

面向未来：瞄准大规模进出空间、航
班化运输需要

放眼世界，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
已进入快速研制发展期。国外多款液氧
甲烷火箭正在研制中，或在加紧推进发动
机试车，或已开始整箭组装测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学术技
术带头人、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动
力研究所副所长高玉闪表示，面对未来大
规模进出空间、航班化运输需求，大推力、
高性能、可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发动机是
液体主动力发展的重要方向。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液氧甲烷
发动机研制历经基础研究、原理样机验证
阶段，进入商业航天发展与高性能发动机
研制阶段。近期多款液氧甲烷发动机试
车成功及8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助推朱
雀二号运载火箭复飞成功，表明我国初步
建立了开式循环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生
产、试验体系，培养了相关人才队伍，研制
的各型液氧甲烷发动机可逐步满足国内
商业发射需求。

凭借在重型大推力闭式循环发动机
研制过程中突破的各项关键技术，以及其
他各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积累
建立的技术基础、生产试验条件和人才队
伍，我国已具备研制大推力高性能液氧甲
烷发动机的基础条件，目前正在开展 200
吨级全流量补燃循环液氧甲烷发动机研
制工作，可为未来重型、大中型运载火箭
提供强劲动力。

公开资料显示，除蓝箭航天外，我国九
州云箭、星际荣耀、宇航推进等多家民营航
天企业也正在开展液氧甲烷火箭及发动机
的研发，陆续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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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有何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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