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三亚6月25日电（记者周慧敏 程
潇）中国旅游研究院25日在三亚发布了《中国入境

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报告显示，2024年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中国旅游研究院在三亚举行的2024海外旅行

商海南行营销活动中发布的报告表示，海外游客

对来华航班和住宿的搜索量显著提高，潜在来华

旅游需求空前高涨。伴随国际航线不断恢复、入

境便利度进一步提升、入境旅游供应链持续修复

以及各级旅游目的地市场主体的积极推广，我国

入境旅游市场发展前景较为乐观。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
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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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锦标赛小组赛末轮进行了B组的

两场比赛，西班牙队1:0小胜阿尔巴尼

亚队，全胜晋级；意大利队直至全场补

时最后一分钟才 1:1“绝平”克罗地亚

队，以小组第二身份闯入16强。

本场比赛前，取得两连胜的西班

牙队已提前晋级，而阿尔巴尼亚队两

战仅积1分。

比赛刚开场13分钟，拉波尔特后

场直传，奥尔莫接球后直塞禁区，费

兰·托雷斯插上推射，皮球击中立柱内

侧入网，西班牙队1:0领先。上半场补

时阶段，阿尔巴尼亚队迎来第一次射

门，阿斯拉尼禁区外起脚抽射，西班牙

队门将拉亚飞身将球扑出。双方下半

场均无建树。

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赛后

表示：“保持全胜，而且一球不失，这相

当困难。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克罗地亚队和意大利队当天均志

在锁定小组第二位置。第四分钟，克

罗地亚队发起猛攻，苏契奇禁区外左

脚爆射，意大利队门将唐纳鲁马神扑

救险。3分钟后，意大利队展开反击，

迪洛伦佐传至门前，庞格拉契奇解围

成功。

第54分钟，克罗地亚队迎来绝佳

机会。克拉马里奇禁区内射门，皮球

击中弗拉泰西手掌后变线，主裁判观

看VAR（视频助理裁判）后判罚点球，

莫德里奇主罚推射球门右下角，唐纳

鲁马将球扑出。一分钟后，莫德里奇

将功补过。布迪米尔近距离攻门，唐

纳鲁马再次挡出皮球，莫德里奇补射

破门，克罗地亚队1:0领先。

将在今年9月迎来39岁生日的莫

德里奇成为欧锦赛历史上年龄最大的

进球者。

此后比赛呈胶着之势，直至全场

补时最后一分钟，意大利队上演极限

“逃生”的戏码。卡拉菲奥里带球前

插后分球左翼，无人看防的扎卡尼禁

区左侧接球，右脚弧线球打进球门右

上角，意大利队扳平比分，惊险晋级

16强。

荣膺全场最佳的莫德里奇赛后表

示：“我不知道说什么，足球有的时候

很残酷。很抱歉我们没能获得胜利。”

随着当天两场比赛结束，B组最

终排名出炉。西班牙队积9分排名第

一，意大利队积4分排名第二，两队携

手晋级 16强；克罗地亚队积 2分列第

三，仍存在晋级淘汰赛的可能性，阿尔

巴尼亚队积1分垫底出局。

西班牙全胜 意大利“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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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无古人的航天壮举

千百年来，我们望月抒怀，看到

的只是月亮的正面。始终背对我们

的那一面，神秘而古老。

自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人类已

经开展100多次月球探测、10次月球

正面采样返回，但对月球起源和演化

过程，仍存在许多疑问。鲜有涉足的

月背，也许藏着新知。

与较为平坦开阔的月球正面不

同，月背布满沟壑、峡谷和悬崖。嫦

娥六号的着陆区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被公认为月球上最大、最

古老、最深的盆地。从这里采集年代

更久远的月球样品并加以研究，将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颗星球。

回望过去，更能看出嫦娥六号承

先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2019年1月，嫦娥四号突破月背

着陆这一世界难题；2020年12月，嫦

娥五号从月球正面北半球成功采回

迄今“最年轻”的月壤。

探月工程历时 17年的“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中国人有

了到月球背面南半球开展人类首次

月背采样的底气与信心。

2021年9月，探月工程四期启动

实施，任务主要目标是建设国际月球

科研站基本型。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才能见到

前人没有见过的风景。

美国布朗大学学者詹姆斯·黑德

说，如果没有从月背带回的样本，科学

家们就无法彻底了解月球作为一个完

整天体的情况，“嫦娥六号带回的样本

将使相关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太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航天事

业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此次，嫦娥

六号搭载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

斯坦的 4个国际载荷，同步开展月球

探测和研究。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中

国航天将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

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敞开胸

怀、打开大门，不断拓宽国际合作渠

道，组织实施好后续重大工程任务。

敢为人先的宇宙接力

5月 3日 17时 27分，海南文昌。

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托举嫦娥六

号探测器向月球飞驰而去。

探测器稳稳落月的“轻盈”身姿，

于月背竖起的五星红旗，“挖土”后在

月面留下的“中”字……这场持续 53
天的“追月大片”，一幕幕场景令人记

忆犹新。

月背采样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

循，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而嫦娥

六号采用嫦娥五号成熟技术，硬件产

品技术状态已经确定，约束条件非常

苛刻。

为了适应新的任务要求，研制人

员开展了大量适配和优化设计，攻克

了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

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多项关键技

术，成就了这场精彩绝伦的宇宙接力。

——架起地月新“鹊桥”。月背

不仅是我们从地球上观测不到的“秘

境”，更有着“不在服务区”的烦恼。

今年 3月率先发射的鹊桥二号

中继星，在上一代鹊桥号中继星的基

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不仅提高了通

信覆盖能力，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

任务扩展能力，为嫦娥六号和探月工

程四期等后续任务提供功能更广、性

能更强的中继通信服务。

——实现月背“精彩一落”。6
月 2日 6时 23分，嫦娥六号着陆器和

上升器组合体，稳稳落在月背表面。

完成落月只有一次机会。主减

速、接近、悬停避障、缓速下降……15
分钟内，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蕴含通

信、选址、轨道设计、发动机协同、视

觉避障等科研智慧和经验。

——“挖宝”主打“快稳准”。6月
2日至3日，嫦娥六号顺利完成采样，将

珍贵的月背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

带的贮存装置中，完成“打包装箱”。

经受住月背温差大和月壤石块

含量高等考验，通过钻具钻取和机械

臂表取两种方式采集月球样品；快速

智能采样技术将月面采样工作效率

提高30%左右。

——月背起飞“三步走”。6月 4
日7时38分，嫦娥六号上升器携带月

球样品自月背点火起飞，先后经历垂

直上升、姿态调整和轨道射入三个阶

段，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

月背起飞相比月面起飞，工程实

施难度更大，在鹊桥二号中继星辅助

下，嫦娥六号上升器借助自身携带的

特殊敏感器实现自主定位、定姿。

——月背珍宝搭上“回家专

车”。6月 6日 14时 48分，嫦娥六号

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

体完成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上升器和轨道器同时在轨高速

运动，轨道器必须抓住时机，捕获并

紧紧抱住上升器，完成对接。应用抱

爪式对接结构，仅用 21 秒完成“抓

牢”“抱紧”动作，从而实现月背珍宝

的“精准交接”。

“嫦娥六号开展了我国当前最为

复杂的飞行控制工作，将为后续更多

月球探测、深空探测任务打下技术基

础。”嫦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

逐梦深空的探月精神

6月25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

阿木古朗草原，湛蓝的天幕之下，一

顶红白相间的巨型降落伞缓缓落下，

嫦娥六号返回器到家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激动的

人群中，一位白发老者引人注目。

他就是主持我国月球探测运载

火箭选型论证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高级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

尽管已是八旬高龄，探月工程的每一

次重要节点，他仍坚持到现场见证。

“17年来，‘长征’火箭以全胜成

绩六送‘嫦娥’飞天，靠的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我们还要积累经验、再接

再厉，向下一次成功发起挑战。”这位

已经奋战61年的航天老兵豪情满怀。

作为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

的航天系统工程之一，探月工程不允

许有一颗螺丝钉的闪失。20年来，

我国探月工程每一次突破、每一步跨

越，都凝结着数千家单位、几万名科

技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

嫦娥六号任务周期长、风险高、

难度大，更要迎难而上。

嫦娥六号研试期间，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杨孟飞

几乎全程坚守在发射场，不时对任务

试验队员们提出“刁钻”问题。

“不是说‘合格了’就万事大吉，

对问题要思考琢磨、深入理解。”杨孟

飞常勉励年轻人要敢于较真。

总体电路是嫦娥六号轨道器的

血管和神经，总体电路的“掌舵人”所

明璇带领团队在发射场完成 226个
接点、65束电缆和11项专项测试，全

面保障轨道器的“身体健康”。

在嫦娥六号轨道器总装任务中，

“90后”技术负责人陈文成和“95后”

徒弟顾伟德从零部件开始跟产，创造

性实现产品重心前移和全周期管理，

完成多项工艺改进工作。

伟大实践催生伟大精神，伟大精

神推动伟大实践。

一代代航天人不断刷新月球探索

新高度，接续书写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今天，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收官，

月背土壤科学研究即将开启。一份

争分夺秒的时间表，更新了中国探月

的任务书——

2026年前后发射嫦娥七号，开展

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2028年前

后发射嫦娥八号，开展月球资源原位

利用技术验证；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

登陆月球；2035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

研站基本型……

正如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

家栋所说：“从‘嫦娥一号’飞向月球

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飞向月球的

大门一经打开，深空探测的脚步就不

会停止。”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记者

温竞华 宋晨 徐鹏航 刘懿德）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来自月背的月球样品安全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探月
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贝赫 摄

中国对新西兰、澳大利亚、
波兰试行免签政策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温馨 曹嘉玥）

记者25日从外交部获悉，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

来，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对新西兰、澳大利

亚、波兰3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应询

介绍有关情况时说，2024年 7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31日期间，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

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

境。上述国家不符合免签条件人员仍需在入境前

办妥来华签证。

“同时，我们促请有关国家给予中方人员更多

签证便利。”毛宁说。

外交部介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整体情况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温馨）今年是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中方将于6月28日
在北京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

会等系列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纪念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25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

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纪念活动整体情况。

毛宁说，70年前，周恩来总理首次完整提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年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成

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毛宁表示，为在新形势下继承弘扬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共同应对当今世界多重危机挑战，回应

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呼声，中方将

于6月28日在北京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
周年纪念活动。

她说，纪念活动将聚焦“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包括纪念大会和随

后举行的午餐会及分论坛。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纪

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总理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午餐会并致

辞。世界多国前政要、专家学者、友好人士、媒体

和工商界代表将应邀出席纪念大会并分别在午餐

会和分论坛致辞发言。

“我们期待与会代表围绕纪念活动的主题充

分讨论，坚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初心，为国

际社会携手应对危机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汇

聚智慧和力量。”毛宁说。

这是注定载入人类探月史册的重要时点！
6月25日14时7分，嫦娥六号携带月球背面样品成功返回地球，历时53天、38

万公里的太空往返之旅，创造中国航天新的世界纪录。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电中强调：“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从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软着陆，到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

回；从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目标，到探月工程四期任务全面推进，中国深空
探索的脚步迈向更远，愈发坚实。

月背“挖土”“广寒”探秘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