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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彭

韵佳）记者21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及
时将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
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推进医养结合发
展，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立足于“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国家
医保局指导地方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医
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基本满
足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参保人员就医需
求，并在政策上明确陪护费、护工费、洗
理费等生活服务项目基本医保基金不予
支付。

国家医保局推进
医养结合发展
及时将符合条件

养老医疗服务纳入医保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黄垚

姜琳）记者21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3年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
全国发放就业补助资金528亿元，阶段性降
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为企业减少成本超过
86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稳岗支出176亿
元。上述稳就业政策释放红利超1500亿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
长陈勇嘉表示，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保持
总体稳定。1至6月份，全国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 67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57%。城镇调查失业率整体呈下降趋势，6
月份回落至5.2%，较去年同期下降0.3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内

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一些
经营主体困难较多，部分劳动者特别是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还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
陈勇嘉表示。

针对一些高校毕业生没有落实工作问
题，陈勇嘉说，人社部门于7月至12月启动
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各地
人社部门正在集中亮出求助途径、招聘平
台、服务机构名录和政策服务清单，并为登
记失业青年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职业
指导、岗位推介、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
等服务。

上半年稳就业政策不断出台

人社部门释放

红利超1500亿元

近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发布《关于征集载人月球探测工程月
面科学载荷方案的公告》指出，我国载
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
动实施，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
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
月球。

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
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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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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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了登月的初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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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月球探测史，技术难度
大、风险挑战多、投入成本高是其显著
特点，检验着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和
综合国力。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
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此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实现载人登
月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有所突破：第
一是研发出重型运载火箭，要能够把
人和登月舱送到月球；第二是解决人
来往地月的生命保障、安全以及工作
条件；第三是进行更多的地面条件的
建设，确保各项试验都得到充分验证。

据悉，我国已全面部署开展各项研
制建设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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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月火箭预计2027年具
备首飞条件

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天
梯”，也是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步。运
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强，航天的舞台就
有多大。要实现载人登月，运载火箭
的研制是关键。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是根据我国载
人航天工程发展规划，为发射我国新

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而全新研
制的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运载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负责抓总研
制。目前，火箭各项研制工作正在有
序加快推进。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专家容易告
诉记者，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将
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
道。长征十号运载火箭采用液氢、液氧
和煤油推进剂。全长约92米，起飞重量
约2187吨，起飞推力约2678吨，地月转
移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27吨。

在设计过程中，研制团队还会在
新的技术应用上继续发力。容易介
绍，在智慧火箭方面，会在该型火箭上
有实际工程应用，进一步提高任务成
功率、保障航天员安全。为优化空间
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无助推构型
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
设计。

新飞船是“两居室”航天
员将乘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作

除运载火箭外，新一代载人飞船
是飞向月球的重要一棒，将在火箭之
后接力护送航天员登月。

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国全面升
级版的天地往返交通工具，它近可送
航天员往返离地球近400公里的中国
空间站，远可完成38万公里外的载人
登月甚至去更远的星球探险，既能载
人又能载物，还可重复使用降低成
本，将大大提高我国载人天地往返运
输能力。

与神舟飞船三舱结构不同，新
飞船是“两居室”：一个是返回舱，是
整船的指令中心，也是航天员生活
起居的地方；另一个是服务舱，是整
船能源与动力中心。“两居室”的结
构使飞船更灵活，可重复利用的部
分也更高。

据介绍，在新一代载人飞船基础
上，我国还在统筹研制近地飞船。近
地飞船乘组为4到7人，为后续开展太
空旅游预留了空间。

此外，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
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
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
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
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
制飞行能力。

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
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安
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
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
主减速。

月面着陆器到达月面后，航天员
将乘坐载人月球车，在月面开展工
作。载人月球车重约200公斤，可搭
乘两名航天员。航天员将乘月球车在
10公里范围内开展月球采样及相应
的月面实验。除载人月球车外，我国
还计划发射一个具备大范围移动能力
的月面移动实验室，可实现长期无人
自主在月面活动，并可支持航天员短
期驻留。

新华社记者 胡喆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中国载人登月装备正有序开发中
我国实现载人登月需在三方面突破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严赋

憬 陈书逸）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副
司长霍福鹏21日说，上半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取得显著成绩，新能源汽车使
用环境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累
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过660万台。

霍福鹏是在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
述的。

霍福鹏表示，新能源汽车成为上
半年汽车消费的最大亮点。新能源汽

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在新能源汽
车消费中，私人消费占比超过80%。
新能源汽车出口步伐加快，今年上半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53.4万
辆，同比增长1.6倍，动力电池等关键
零部件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长。

此外，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性能
持续提升，在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中，搭
载辅助驾驶功能的比例约 54%，比
2022年提升近10个百分点。使用环
境持续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建充

电桩144.2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35.1
万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建成各
类充电桩超过660万台，累计建成换
电站超过2200座，新能源汽车补能便
利性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

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新能源汽车产
业运行形势，认真抓好相关政策落
实，进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推
动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霍福鹏说。

我国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660万台

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景海鹏（上）、朱杨

柱开展舱外操作的画面（7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摄

这是7月21日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拍摄的复兴号亚运智能动车组

外观。当日，复兴号亚运智能动车组在位

于吉林长春的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正式下线。该列车为杭州第19届亚

运会量身定制，由浙江交通集团购置。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复兴号亚运版”
在长春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