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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陈鹏运输服务部不慎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秀英观海咖啡厅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10530047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新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2MA5TQNH56R）遗失财务专

用章和（徐昕）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智恒宏创（海南）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秀丰早餐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71764217，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今岛行自行车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108MAA989LL70）遗失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晨净美（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刚仔记汤粉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108305053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海南玖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CMQ7AR46）公章、法人

章破损，无法正常使用，声明作废。

声明 公告 公 告
我司于 2025年 7月 8日在《海口日

报》公告比选金城·金秀城市更新项目

施工总承包、工程监理招标代理服务机

构。经比选，确定海南省教学仪器设备

招标中心有限公司为中选单位。

海南金秀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6日公 告

海南省高科技开发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黎仕玻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2025〕
第 66 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海劳人仲裁字〔2025〕第 444
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66775828，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本裁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7月16日

声 明
本 人 邓 仕 琨（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5198903063336）身份证曾丢失，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列公司冒名登

记：1.被海南弘雨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于 2018年 6月 22日登记为公司监事；2.
被海南放羊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31日登记为公司财务负责

人；3.被海南嘉汇德建筑工程服务有限

公司于 2018年 6月 15日登记为公司监

事；4.被海南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

2018年 2月 25日登记为公司监事；5.被
海南省榕泉兄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 日登记为公司监事。特

此声明。

清算公告
海南海韵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因注销办学许可证需要清算，清算组

由冷大成、陈英诗、陈益民、夏智彬、张思

雨、季文涛、张世建组成。清算时间：

2025年 7月 15日至 2024年 8月 28日，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联系人：冷大成13976006536，地
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铁桥路 87号，

邮箱：360480424@qq.com。

清算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理想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106082507445T）（办

学 许 可 证 号 ：教 民 146010662021218
号），因经营不善申请注销，清算时间：

2025年7月至2025年8月，清算组成员：

王海丽、张飞飞、赖慧艳、林雪儿、周慧

芳、陈彬、符惠梅，请债权债务人在清算

时间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电话：13976639303王海丽。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椰海大道高坡下村82号。

清算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星星幼儿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524601050623274126）（办

学许可证号：教民 146010260000388
号）于 2025年 7月 15日会议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由吴淑娇、文

晓花、林红、唐丽霞、周海红、冯华颖、

陆柏帆组成清算组成员负责注销前的

清算工作，请债权债务人在清算时间

内向清算小组书面申报债权债务。联

系地点：海口市秀英区秀华路建新街

一巷 1 号，电话：13158986929 吴淑娇。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欣乐奇幼儿园（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5MJP247200R），于2025年6月
23日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由范慧瑛、涂

志超、符蔓雪、王亮、梁冰云、王佳佳、

李楠组成清算组负责注销前的清算工

作，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小组书面申报债权债务。

地点：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59号，联系

人：范慧瑛，联系方式：13707560813，特
此公告。

7月15日，文昌航天发射场。我

国又一次向空间站派送“太空快递”。

5时34分，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的托举下，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晨曦

中成功发射，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

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

资送上太空。

作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4次货运补

给任务，这次发射任务有哪些看点？

看点1 “送货量”创新高

天舟系列货运飞船被形象地称

为“太空货车”，肩负着为空间站运送

货物和补给推进剂、保障空间站在轨

稳定运行的使命。

此次发射的天舟九号，是我国空

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组批生产的第

4艘货运飞船，上行物资重量约为6.5
吨，比天舟八号提升了约 500公斤，

成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物

资装载重量最高的货运飞船。

据介绍，天舟九号上行的航天员

生活物资、锻炼装置和医监用品等，将

全面保障航天员在轨生活；航天员出

舱保障物资、平台工具和维修备件等，

将确保航天员出舱活动顺利开展；生

命医学、材料学等设备设施和实验样

品，将支撑在轨科学实验持续推进。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宫永生介绍说，天舟九号上行

的空间应用系统物资总重量达到了

776.5公斤，包括在空间站三舱开展

科学实验相关的实验载荷、实验单

元、实验样品及关键备品备件、应用

消耗物资等。

据了解，在载货量、载货空间、物资

运输效率等方面比较，天舟九号在世界

货运飞船领域的优势同样突出，也是目

前全球单次载重量最高的货运飞船。

看点2 新舱外服寿命提升

天舟九号这次向“太空家园”送

上新一批补给，包括可支持 3名航天

员在轨生活 9个月所需的物资，其中

有两套新一代飞天舱外服、包括鲜桃

在内的190余种航天食品等。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尹锐介

绍，新一代飞天舱外服在制造时以飞

行验证为基础，对以往款式进行了优

化改进，并开展了地面及在轨服装数

据积累与寿命评估，在轨寿命将由过

去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看点3 “太空食谱”新增鲜桃

这一次，航天员的“菜谱”也更新

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微介

绍说，经过持续攻关，天舟九号“货单”

新增了菜肴类航天食品近30种，使得

航天食品的总数达到190余种，飞行食

谱周期也由7天延长到了10天。

“7月份时令水果很多，我们这

次头一回给航天员送去了新鲜的桃

子。”刘微说，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改

良，航天食品的质地、风味、色泽和营

养变得越来越好，进一步满足了航天

员的饮食需求。

看点4 空间站新增健身器材

核心肌肉是人体的动力链中心，它

的稳定强健影响着身体运动的整体性。

对于长期在轨飞行、处于失重状

态的航天员而言，保持锻炼减缓肌肉

萎缩十分必要。为此，天舟九号上行

了专门针对核心肌肉的锻炼装置。

“核心肌肉对航天员在太空中维

持工作及运动能力，着陆返回后恢复

等有重要作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李莹辉说，核心肌肉锻炼装置

可开展恒定阻力的核心肌肉与上肢

锻炼，能够有效预防核心肌肉等深层

肌群萎缩，提高返回后对重力环境的

再适应能力。

“它像床一样，航天员可以在上

面开展深蹲、卷腹、屈伸、旋转等 7个
核心肌肉锻炼项目。”中国航天员科

研训练中心许志介绍，“也就是说，航

天员可以在天上做俯卧撑了。”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配置了太

空跑台、太空自行车等锻炼设备。

许志介绍，核心肌肉锻炼装置与

其他锻炼装置在轨组合使用，可实现

对航天员全身各主要肌肉更精准的

防护，使得锻炼更加灵活便捷，进一

步提高了航天员肌肉萎缩防护的全

面性、有效性等。

看点5 在新的轨道高度
实施交会对接

超远程的“快递到家”，对控制精

度要求极高。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

交会对接如同在太空“万里穿针”。

在交会对接的时间控制上，我国

先后在轨验证和实施了2天方案、6.5小
时方案、2小时方案和3小时方案。此

次，天舟九号历经约3小时顺利实现与

空间站的全自主精准“牵手”，延续了天

舟七号、天舟八号的交会对接模式。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蓉表示，3
小时交会对接模式不仅在时间上优

于传统的6.5小时模式，而且相较于2
小时模式，既降低了对火箭入轨条

件、测控精度、敏感器及导航精度、制

导控制精度等方面的要求，又增强了

任务的可靠性。

值得一提的是，天舟九号任务面

临两个新情况：一是在新的轨道高度

实施交会对接；二是首次在特定太阳

高度角条件下实施交会对接。此次

交会对接任务的圆满完成，进一步验

证了 3小时交会对接模式是兼顾效

率与可靠性的“最优解”，同时是“性

价比”最高的技术方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智勇说，天

舟九号任务标志着我国在空间交会

对接领域已形成一整套自主可控、成

熟可靠的技术体系。

看点6 前沿实（试）验“带
上天”

太空环境的特殊性，为空间科学

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次任务中，天舟九号上行的科

学实验物资，包括空间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

物理与燃烧科学等领域的科学实验

共 23项，研究研制单位涉及 10个研

究所和 11所高校，继续助力空间科

学技术发展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太空微重力会使人出现肌萎缩

现象，而肌萎缩是老年人、卧床病人的

常见症状。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

康研究所研究员应浩提到：“通过太空

飞行让细胞暴露在微重力下，观察细

胞如何感知微重力并加以研究，希望

找到一些干预肌萎缩的新策略。”

“在太空中，宇航员容易出现头晕、

睡眠障碍，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

此次，天舟九号将脑类器官芯片送入中

国空间站，用以研究微重力等空间特殊

环境对人血脑屏障和脑功能的影响及

潜在机理，有望为宇航员太空长期驻留

与健康风险预测，并寻求干预手段等提

供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建华说。

同样利用太空环境的试验，还有

首次研究核酸药物应对慢性疾病脂

代谢紊乱的效果。

“人在地面上产生明确的脂代谢

病变症状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但到了

太空之后可能会被按‘快进键’。”中国

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甘勇说，

“我们把核酸药物送上太空，希望能缩

短它的有效性、安全性研究时间，加快

新药的临床应用和上市，造福老百姓。”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这次随天

舟九号上行的细胞实验样本将在轨

开展3项航天医学细胞学实验。

“此外，我们还将首次在轨研究

心衰病人的损伤性内皮细胞和保护

性内皮细胞在微重力下的改变及关

键通路，建立特定分子对内皮细胞正

向影响的策略，为地面心衰心脏的干

预提供新思路。”李莹辉说。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15日电
记者李国利 陈凯姿 黎云）

15日凌晨，天舟九号货运飞船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每一次航天任务都离不开“万人一杆

枪”的协作。发射成功的背后，有这

样一群航天人的“坚守”，令人动容。

当长征七号遥十运载火箭的烈

焰喷腾而出，观礼人群的欢呼声此起

彼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丁同才

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

据曲线。“以首发的心态看待每一次

任务，这是我们试验队始终坚守的信

念。每一次任务都是新的挑战，每一

次出发都是新的征程。”

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是我国空间

站的物资补给飞船，包括基本型和改

进型两种型号。天舟九号为改进型

货运飞船，采用 3小时快速交会对接

技术，而对接机构则是完成此次交会

对接、确保航天员所需货物和试验设

备顺利进入空间站的关键产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翁沈天

7 次参加天舟货运飞船任务，是试

验队对接机构团队名副其实的“老

队员”。不同于第一次进场面对陌

生环境和复杂任务时的紧张胆怯，

他已成长为团队中沉稳可靠的骨

干力量。

为提升判读的效率和准确性，翁

沈天和对接机构分系统团队根据综

合测试流程及分系统的设计状态，编

制自动化测试用例及自动判读规则，

在天舟任务中逐步应用完善，将对接

机构测试效率提升1倍。

翁沈天用亲身经历告诫新人：小

到一根保险丝的检查、一句口令的反

复纠错、一个简单操作的重复练习，

都要熟记于心。

航天精神最生动的诠释，体现在

每一位航天人“追求极致”的严谨中。

“哪怕出现微小偏差，都意味着

整个流程要重新验证，一个参数异常

就可能需要彻夜进行技术追溯。”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刘少华得知自

己将加入试验队，能够把参与测试的

型号发射升空，自豪之余更多的是强

烈的使命感。那些枯燥的重复确认、

繁琐的交叉复核，正是大家共同用汗

水浇筑起来的“质量长城”。

如果说严谨是中国航天接连成

功的“法宝”，创新则是不断取得突破

的不竭动力。

在此次天舟九号发射任务中，首

次引入了数字化质量确认系统，通过

对测试数据、照片快速上报，相关责

任人快速确认，保证参试各方及时了

解测试状态，确认测试结果。

“在发射场测试的关键节点，通

过移动终端采集测试数据、测试记录

照片等，上传到服务器上，相关人员

及时进行数据复核确认。”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潘雷说，新系统的应用

有效提高了产品状态正确性和可靠

性，通过数字化采集，极大便利了后

续的数据分析利用。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

合体已完成交会对接，航天人接续奋

斗的步履愈发铿锵。他们立志不断

创新，在浩瀚宇宙中书写更多属于中

国航天的辉煌篇章。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15日电
记者宋晨 陈凯姿）

记者手记 心有坚守 逐梦太空

“送货量”创新高、鲜桃首次上天、舱外服上新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看点详解

7月15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的模拟图像。
新华社发（周柯毅 摄）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魏冠宇）记者

15日在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我国正研制

《卓越工程师培养认证标准》。该标准是保障卓

越工程师培养从“样板间”走向宏大队伍的基础。

据悉，教育部等五部门指导成立的中国卓越

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研制了覆盖卓越工程师产教

融合培养全过程的指标体系，包含“学院定位与

组织”“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合作与开放”“工

程师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工程师职业发展”等

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1月印发的《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建强国家

卓越工程师学院”。“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指出“制定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卓越工程师

培养认证标准，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认证标准走

出去”。

当前，企业已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产教融合

培养卓越工程师，是统筹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

人才培养的关键枢纽。

“经过数百年发展，当前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主

要有两大代表。其中《华盛顿协议》聚焦本科层

次，欧洲工程教育认证侧重本硕层次；而以硕博培

养为主的工程教育认证尚属空白。”中国卓越工

程师培养联合体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

长赵巍胜说，“我们的标准将做好教育标准与职

业标准的衔接贯通，保障工程师的接续培养与职

业发展。”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郝彤

亮介绍，下半年将正式发布《卓越工程师培养认证

标准》，并根据标准要求，试点启动国家卓越工程

师学院认证工作，完善工程硕博士产教融合培养

机制，相关工作是我国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

一环。

我国正研制《卓越
工程师培养认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