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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 我国瞄准4
月25日20时59分发射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李聪、
李广苏组成。

4 月 24 日上午，神舟十八号载人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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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 20 时 59 分发射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叶光富、李
聪、李广苏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

林西强介绍，航天员叶光富执行过神
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李聪和李广苏均
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
任务。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八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他说。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第 3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
程第32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
与神舟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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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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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一步提升空间站
运行效率，持续发挥综合应用效益。

按计划，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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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八号
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的来
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
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
备工作正常，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和长
征二号 F 遥十八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
控，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
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发射前各项
准备工作已就绪。”林西强说。

54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这里成功发射，拉
开了中国人进入太空的序幕。

“今天是第9个中国航天日，在这样
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向开拓我国航
天事业的老一辈航天人致敬，向所有正
在为建设航天强国默默奉献的奋斗者、
攀登者致敬。”林西强说。

今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

新华社天津4月24日电（记者黄江林）
多次易主的“二手”豪车、身份不断变换的
修理工、频繁的碰撞事故、高额的保险理赔
款……近期，北京、天津、辽宁等地警方陆续
侦破多起车险诈骗案件，其中仅一个犯罪团
伙的涉案金额就达近千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车辆保险近年来被一些不
法分子视为“发财险”，成为保险类诈骗犯罪的

“重灾区”。车险诈骗行为不仅给保险公司带来
经济损失，也严重侵害了承保人的合法利益。

““谁动了我的出险记录谁动了我的出险记录？？””

“我的车子居然有六次出险记录，你们保
险公司怎么搞的？”不久前，在天津市南开区
一家保险公司大厅内，周女士和保险公司业
务员因为自家名牌车辆出险问题起了争执。

“这辆车我都不常开，平时就放在汽修厂
定期做过几次保养，怎么可能出这么多问
题？”周女士据理力争时，业务员拿出一张张
带有其签名的理赔单、委托书、事故证明书，
让周女士愣住了。

无独有偶，天津市民刘先生在登记售卖二
手车时，也发现了出险记录的蹊跷：平时只发
生过剐蹭事故的车辆，竟然有多次与豪车相撞
的记录，并获得保险公司不菲的赔偿……

一个个案件线索被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情
报导侦联勤中心通过大数据筛查敏锐捕捉。

“我们发现许多事故都与豪车有关，且同一豪
车经常变换车牌，接二连三出事，这就有些蹊
跷。”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五支队副支队长

何连宁说。
相关线索被迅速移交至天津市公安局南

开分局，通过细致梳理、缜密分析涉案车辆和
上千起事故理赔信息，南开区一家汽修厂的
负责人潘某进入警方视野。

“几十起事故主责车辆大都在潘某的修
理厂进行保养或维修，那些‘被撞的’豪车则
是登记在潘某名下，然后又多次转手给了她
的员工或亲属。”专案民警、南开分局打击犯
罪侦查支队五大队一级警长王晓岳说。

在对团伙人员、涉案资金、涉事车辆综合
分析后，一起系列骗保案的脉络渐渐清晰，以
潘某为首的保险诈骗犯罪团伙随即落网。

多个理赔环节被利诱失守多个理赔环节被利诱失守

经民警讯问，潘某逐渐交代了犯罪事实。
2015年年底，她开始策划伪造车辆严重

碰撞或浸泡受损事故，骗取保险理赔。她以
员工董某、杨某等人的名义，先后注册了6家
汽车维修企业，之后几人便故意制造事故，并
由董某、杨某等人冒充事故车辆驾驶员申报
理赔，骗取保险公司理赔金。

经查，该团伙自 2016 年起，实施保险诈
骗犯罪共计百余起，涉案金额近千万元。其
中仅通过一辆车的5次伪造事故，便骗保近
百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事故大致分为几个
步骤：将豪车的好零件换成旧零件，在修理厂
发生“碰撞”；将豪车开往“事故地段”伪造现
场，骗取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冒充车

辆驾驶员，以车辆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名义，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他们用成本极低的旧零件冒充原件，撞坏
后虚高报价骗取理赔款。一旦得逞，再换回原
来的零件，车辆恢复如初。”王晓岳说，在伪造事
故、虚高报价、低价维修的隐蔽作案过程中，修
理工、理赔员、车主等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潘某手下的员工董某长期配合作案。作
为回报，潘某长期给董某好处。

保险公司的一些业务员也成为“内鬼”。
在车辆定损理赔过程中，某保险公司原业务
员张某的名字反复出现在10余起“事故”中。

对于这些“事故”，有些车主并不知情，但
也有一些车主自愿配合骗保。

“修车不要钱，只要把车长期放在修理厂，
到时候还发红包呢。”因参与骗保遭受处罚的车
主郭某交代，当初到汽修厂修车时，工作人员这
样诱导他。对方称，如想得到优惠，需允许其将
旧零件安装到车上，假装一起交通事故。

起初郭某有些犹豫，但工作人员打包票：
获得理赔后，不仅车辆恢复原样，还能分到
钱。经不住诱惑的郭某便答应下来。

警方调查发现，郭某仅省下几千元的车
辆维修保养费用、得了几百元钱红包，汽修厂
却多次利用郭某的车伪造豪车碰撞事故，骗
取高达40万元的理赔款。

其后，潘某因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董某犯保险诈骗罪、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其他团伙成员
也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加强监管打击应对车险诈骗手段升级加强监管打击应对车险诈骗手段升级

近年来，保险欺诈团伙化、职业化、跨地
区、跨机构案件渐趋增多。

今年 3 月，北京警方打掉一个故意制造
事故实施骗保的专业保险诈骗犯罪团伙。此
案中，某保险公司在职员工与离职员工、定点
汽修厂内外勾连，通过虚构、故意制造车辆事
故或对事故扩损等手段骗取理赔款。

不久前，辽宁警方也破获一起自导自演
伪造车祸骗保的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王晓岳说，不少案件中，保险公司理赔员
处置时不到事故现场，有的“快处”签字仅是
代签。保险公司应完善内控机制，对核保核
赔等重要岗位加强监督约束。同时，也要加
强守法合规与廉洁自律教育，提升员工的职
业道德与素养。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起草《反保
险欺诈工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组织架
构、内部控制、风险识别与处置、信息系统和
数据管理等方面对保险机构反欺诈职责任务
予以规定。

大数据智能化建设也可对此类犯罪形成
更有效的监管和震慑。据何连宁介绍，天津
市公安局经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成立后，借
力大数据开展重点领域经济犯罪形势分析和
重大线索研判。2022年以来，已发现并打掉
10余个车险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0余
人，涉案车辆近百辆，金额达数千万元。

这些豪车为何“事故”频发？——起底车险诈骗

经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
决定，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叶
光富、李聪、李广苏3名航天员组成，叶光富担任指令长。

乘组包括 1 名第二批航天员和 2 名第三批航天
员，3人均为“80后”。

叶光富，男，汉族，籍贯四川成都，硕士学位。
1980年9月出生，1998年8月入伍，2002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
员，陆军大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团司令部
空战射击主任，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年5月
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21年10月执行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行任务，2022年6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
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李聪，男，汉族，籍贯河北邯郸，学士学位。1989年
10月出生，2009年9月入伍，201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
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
为空军二级飞行员。2020年9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
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李广苏，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学士学位。
1987年7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
员，空军中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副
大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入选为
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行任务乘组。 新华社电

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截至目前，中
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了130多个科学研究与
应用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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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
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

建造中国空间站，开展长期有人参与、大
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能够极大
地促进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全面
发展，辐射带动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林西强
介绍，截至目前，已在轨实施了130多个科学
研究与应用项目，利用神舟十二号至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下行了5批300多份科学
实验样品，先后有国内外 500 余家科研院所
参与研究，在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

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
要成果，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280余篇。

“总的看，这些空间实验的开展以及样本
下行后开展的科学研究，不断取得的新成果，
通过推广转化与应用，将逐步发挥出更重要
的科技与经济效益。”林西强说。

其中，利用无容器科学实验柜开展的多元
偏晶合金制备项目，提出了工艺优化设计和组
织调控方法，应用于盾构机轴承和核电站常规
岛相关合金材料研发，性能获得有效提升。

利用高温科学实验柜开展的新型材料空
间生长研究项目，首次在空间获得了地面难
以制备的高质量晶体材料，对高性能多元半
导体合金材料制备具有指导作用。

利用生物技术实验柜开展的人骨细胞定

向分化的分子靶点研究、对骨骼肌影响的生
物学基础研究等项目，取得的成果为促进骨
折、脊柱损伤修复等骨质疾病的防治，以及对
抗肌萎缩、防治代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解决
方案。

利用航天技术基础试验柜，开展了我国
首次斯特林热电转换技术的在轨试验，热电
转换效率等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为未来空间新型电源系统的工程应用奠
定良好基础。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原
创性机理探索和应用基础研究，产生了一批
重要创新。其中，国际首例人工血管组织芯
片研究入选了 2023 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
进展。

这是神舟十八号航天员叶光富（中）、李聪（右）、李广苏。 新华社发

新华社酒泉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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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4日召开的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
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
划于4月30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七号乘组是空间站进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第二个飞行乘组。“目前，各
项在轨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
好。”他介绍说，指令长汤洪波不仅成为

我国目前为止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航
天员，也是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
的中国航天员，这为我们常态化实施飞
行任务乘组轮换与训练积累了宝贵经
验。

在轨工作期间，神十七乘组共开展
了84项空间应用在轨实（试）验，生成了
60 余种 200 多个各类样品，涉及空间生
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航天医学、空间材料
科学等多个领域，将按计划随神舟十七
号飞船返回舱返回地面。

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130多个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神十七航天员计划神十七航天员计划44月月3030日返回地球日返回地球

新“太空出差三人组”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