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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今日上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今日上午发射

新华社酒泉6月4日电（记者 李砺寒 张瑞杰）经空间站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6月5日10时44分发射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
载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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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的。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第
二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将在轨
工作生活6个月，任务主要目的为：配合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与
核心舱的交会对接和转位，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完成空
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进行日常维护维修等相关工作。

按计划，神舟十四号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
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天和核心舱及天舟三号、天舟
四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天舟四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
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和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飞行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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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就绪。

新华社酒泉 6 月 4 日电（记
者 李砺寒 米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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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在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由航天员陈冬、刘洋和蔡旭哲
组成，陈冬担任指令长，他们全部
为第二批航天员。

其中，陈冬参加过神舟十一号

载人飞行任务，刘洋参加过神舟
九号载人飞行任务，蔡旭哲是首
次飞行。

按计划，在轨驻留期间，神舟
十四号飞行乘组3名航天员将迎来
空间站两个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
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
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
组进行在轨轮换，于12月返回东风
着陆场。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确定
全部为第二批航天员

55 月月 2929 日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
与长征二号与长征二号FF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
准备转往发射区准备转往发射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汪江波汪江波 摄摄））

经空间站
阶段飞行任务
总指挥部研究
决 定 ，陈 冬
（中）、刘 洋
（右）、蔡旭哲
3 名航天员将
执行神舟十四
号载人飞行任
务，由陈冬担
任指令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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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火了，看准这一赛道的发展潜
力，新玩家不断涌入。数据显示，我国现
有4.7万家露营相关企业，其中近半数都
是在1年以内成立的。与此同时，“露营
地避坑”已然成为许多社交平台的关键
词，“本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想到
却是一个坑”“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
头”……网友的吐槽声频频。

企业扎堆“风口”的同时，无序发展
的隐忧也加速出现。比如，露营地建设
及产品服务等行业标准尚未公布，参与
者一哄而上运营露营地，出现不规范的
经营行为，并带来诸多安全隐患。今年
上半年，天津就有热门露营地发生过事
故。再比如，一些露营装备企业为了缩
短研发时间和成本，跟风抄袭产品，低价
竞销，打起价格战。

类似的场景并不陌生。这些年，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充电宝，从团购网
站到无人零售，每一次所谓的“风口”都吸引了众多
的“追风者”，一些长得相似的“兄弟姐妹”短时间内
遍地开花。

应该说，企业因时而变的商业敏感很可贵，从某
种程度上说，“风口”意味着机会，意味着更多的商业
可能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些抓住“风口”的企业
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但并非只要站上“风口”就
能飞起来。面对各种热潮，企业还是需要冷静观之，
想想企业的定位是什么、市场的需求在哪里、发展的
前景怎么样；上马之前，还应先看看自身的经营理念、
内部管理等是否已为涉足这一领域做好准备。

步步为营才能“步步为赢”。归根结底，市场的机
会属于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有内功过硬，懂得建
立自己的护城河，跑出清晰的商业模式，才能“好风凭
借力”。否则，再热闹的“风口”也难逃一地鸡毛的结
局。企业只有洞察真实的市场需求，深入研究理解产
业逻辑，稳扎稳打，才能赢得市场先机。 （王琳）

优
质
经
营
才
能
赢

本报讯（马文宁）6月2日，咸阳市总工会召开
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安
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要求，要找准工会工作切入点、着力点，
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落实。要做优做强工会维
权服务品牌，加强产业转型升级中职工就业、社
会保障等权益维护工作，推进“会、站、家”一体化
建设，构建多层次、常态化维权服务体系；要深入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行动，采取“行
业主管部门+工会”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属地建
会；要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拓展产
业工人素质提升途径，深化“四比一建”劳动竞赛
活动，激发产业工人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

咸阳市总工会

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路琰）近日，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召
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要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点任务，精心安排部署，迅速在系统各
单位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要充分发挥党
代会代表作用，深入开展进企业、进班组、进机关
宣讲工作。要“干”字当头，“实”字托底，充分体
现产业特色，紧紧围绕重大水利工程和全省粮食
安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
赛，培养造就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
人队伍。

与会人员表示，要当好生态卫士，守好青山
绿水，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水利建设、防灾减
灾、粮食安全、治本安全等方面贡献工会力量。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

“干”当头“实”托底贯彻好党代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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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获小麦超过 1.2 亿亩 目前进度过四成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下月起施行
■国家防总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Ⅳ级提升至Ⅲ级
■陕西在西北地区率先试行供应国六B标准汽油
■西安市出台十方面三十七项措施扎实稳经济
■珠海：父母公积金可为子女购房付首付或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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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项目”
西安今日辉煌的起点

详见第四版

一台车床、数把卡尺、几排零件，苏景亮
在航天科技四院 401所八室安全机构加工岗
位上已走过 29个年头。作为组长的他练就
了一手“精、准、快”的绝活，保持着生产计划
完成率和产品交检合格率“双百”的成绩。

凭借扎实的技术和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的韧劲，苏景亮主动承担并出色完成了多项
零部件精密机械加工任务。今年，他获得了
陕西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技术都是练出来的”
1993年，19岁的苏景亮来到航天科技四

院成为一名车床操作工人，负责加工生产线

上的零部件。
“工作时要站一整天，有时腿酸得晚上睡

不着。”苏景亮说，他从小就对机械感兴趣，经
常将家里的闹钟、电视机拆解研究。凭借对
机械加工的热爱，即使再苦再累，他都坚持
了下来。

白天，苏景亮跟着师傅学习加工技术，研
究各种工器具的使用方法，晚上回家他继续
学习车床知识。坚持多年，他练就了一手绝
活——1毫米厚的垫片叠在一起，一次性车出
80-100个，形位公差保持在一根头发丝粗细
的七分之一。

2012年，航天科技四院 401所八室引进
了数控机床，这让苏景亮这个从业 10年的老
车工遇到了新问题。“之前没有接触过数控技
术，也没有学习过数控知识，还不会操作新机
器。”他说。

数控机床的引进并没有让苏景亮产生畏
难情绪，反而乐在其中。“不学新技术、新知识
就会被社会淘汰。”苏景亮说。他对着说明书
研究机器，反复记忆作业流程，很快就熟悉了

这个新“伙伴”。
“这辈子只干一件事，一定要干好”
作为一线技术工人，苏景亮在不断提升

技能的同时，经常进行技术创新，为企业提高
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贡献力量。

2016年，苏景亮在使用数控机床加工零
部件时发现，每加工一次就需要手动在机器
上添加原材料，速度慢，影响生产效率。

于是苏景亮和徒弟着手研究起了自动送
料装置。设计图纸、调试程序、改进方案……
经过 3个多月努力，他们终于做出了一台小
零件自动送料装置。

“解决了数控机床不能连续加工的难题，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强度。”苏景亮说，自
动送料装置也在精密机加行业被广泛推
广，并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填补了行业
空白。

发现数控机床自带工装夹具和刀具作用
发挥有限的苏景亮，又开始琢磨优化改进的
问题。研制专用工装，解决数控机床只能夹
紧标准件的缺点，将安全机构本体加工时间

从 17个小时缩短到 3至 4小时；研制多功能
液压组合夹具，提升七面体结构加工能力，缩
短加工周期60%。

面对同事的夸赞，苏景亮说：“这辈子只
干一件事，一定要干好。”

“技术传承是相互提升的过程”
提起培养徒弟，苏景亮说：“没什么心得，

技术勤学苦练才能精，我现在还正跟着年轻
人学习最新引进的两台复合加工设备呢！”他
认为，技术传承就是一个相互交流、相互提升
的过程，把技术传给青年职工可以帮助他们
快速成长。

航天技术能手朱曾龙是苏景亮的徒弟，
回想与师傅相处的时光，他感叹：“师傅有一
颗匠心，别人是斤斤计较，师傅是毫厘不让。”

多年来，苏景亮通过“师带徒”、班组交流
等形式，毫无保留地将绝技绝招传授给其他
职工，先后培养了 10多名高素质技能人才和
岗位能手，带领班组团结协作、集智攻关，出
色完成了连年增长的生产任务。

本报记者 李旭东

毫厘之间显真功
——记陕西省劳动模范、航天科技四院401所高级技师苏景亮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