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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4 月
23 日电（记者 李子越

杨智翔）数十名抗议者

23 日晚在日本东京新

宿站前举行集会，通

过朗读证言、呼喊口

号等形式，呼吁日本

社会正视“慰安妇”问

题、铭记侵略历史。

当晚的集会吸引

了 众 多 民 众 驻 足 关

注。抗议者手举写有

“倾听受害者的声音！”

“否认历史不容原谅！”

等标语，抗议日本右翼

势力歪曲、淡化“慰安

妇”问题。集会现场，

抗议者朗读多位“慰安

妇”受害者的证言，讲

述她们遭受暴行的悲

惨经历，通过集体默哀

等方式悼念逝去的受

害者。

“‘慰安妇’问题

是对女性的性暴力和

对人权的践踏，但日本

右翼至今仍在否认、歪

曲这一真实历史，令人愤怒！”活动参与

者冈田千枝子说，“希望通过活动唤起

更多人的关注和理解，推动日本政府改

变无视这一历史的现状。”

从川崎市赶来参加集会的佐藤正

对记者说：“日本侵略行径造成的受害

者众多，但右翼势力至今仍否认这段历

史，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过！这是完全

错误的！真正的解决方式是，必须正视

侵略历史，直面那些因强征而被迫成为

慰安妇和劳工的受害者们，向他们道歉

并给予他们能够接受的赔偿。”

二战期间，日本军队采用强制、诱

骗等手段从朝鲜半岛、中国及东南亚

国家等强征“慰安妇”，人数多达 70 余

万。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犯

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但日本政府至

今不肯正视这段历史，仍有势力企图

淡化、甚至否认日军犯下的残酷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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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宋晨 刘祯

海上生明月，直上九天揽星河。

4 月 24 日 是 第 十 个“ 中 国 航 天

日”。今天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55周年；今天，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再次踏上

探索宇宙的新征程。

今天，我们都是追星人。在芳菲四

月，致敬中国航天人，一同触摸浩瀚宇

宙的脉动，感受航天人写在星河里的中

国式浪漫。

看珍贵展品，体验前沿科技再上新

台阶——

“古人‘欲上青天揽明月’，现在我

们已经在月球上‘挖土’啦！”上海世博

展览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取回的“月

壤”展品前，观众们满眼自豪。

YF-100 火箭发动机实物、高分一

号到高分七号卫星及其成果展示、天问

一号任务搭载国旗样品等展品，展示了

中国航天的探索征程。

回首中国航天发展历程，每一步都

不容易。历经数十载，中国航天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定格了太多精彩瞬间。

2024 年，中国航天征程不停步：累

计发射运载火箭 68 次，创历史新高；嫦

娥六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载人航天任务刷新纪录……

追梦不停歇，探索无止境。

2025年，我国航天工程任务将密集

实施：天问二号将执行小行星伴飞取样

探测任务；我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

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揭示太阳

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

意电磁监测卫星 02 星将择机发射，服

务地震预测研究……

看创新转化，感受航天技术“飞

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说深空探索是“仰望星空”，

那么航天技术赋能民生便是“脚踏实

地”。卫星导航、遥感监测、安全巡

检……商业航天成为“新增长引擎”，

“航天＋”等新业态正在萌芽。

科普展上，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

星河动力的智神星系列运载火箭等商

业航天展区的模型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启动仪式上，宣布成立的商业航天创新

联合体将为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跳水是水花消失术，航天是误差

消失术。”在 2025 航天文化艺术论坛

上，中国跳水队队员、奥运冠军全红婵

妙语频出，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文艺表演、主题沙龙等一系列活动

聚焦航天精神与科技文化的融合创新，呈

现“航天+文化、艺术、科普”的跨界演绎。

“航天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

分，既是科技自立自强的航天梦，也是

文化自信自强的航天梦。”国家航天局

总工程师李国平说。

看合作成果，见证中国航天朋友圈

不断“扩容”——

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

的发布振奋人心：国家航天局宣布 6个
国家的 7 家机构可获取由嫦娥五号任

务带回的月球样品；“月面多功能操作

机器人暨移动充电站”“巴基斯坦月球

车”等多个项目入选嫦娥八号任务合作

项目；《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国

际合作机遇公告》发布，共开放天问三

号探测器 20千克质量资源……

我国始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发展

理念。国家航天局局长单忠德介绍，截

至目前，已与 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近 200 份航天合作协议，涵盖了

对地观测、月球与深空探测、卫星研制

等多个领域。

单忠德说，未来，将推动国际月球

科研站、“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金

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建设与应用，为保

护地球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服务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逐梦之路永不

停歇。航天梦将托举强国梦驶向更加

浩瀚广阔的宇宙，创造更多属于中国航

天事业的新奇迹。

新华社上海4月24日电

航天日！新征程谱写星河里的中国式浪漫

新华社香港4月23日电（记者 王

昕怡）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链

交流会 23 日在香港举办，会聚 200 多

位来自香港、内地及海外航运产业链

代表。

本次交流会由香港航商总会主

办，聚焦替代燃料、电气化及绿色走廊

等航运业可持续发展的三大关键领

域，集中探讨如何巩固和提升香港作

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并配合国际

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83
届会议（MEPC83）提出的净零排放框

架的相关要求。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致辞表

示，香港港口和航运业的发展与国家

发展紧密相连，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更离不开国家支持。香港航运业进一

步发展必须转型，密切同内地的定期

对话与经验分享，加强与周边内地港

口协同发展，发挥连接内地和海外的

“超级联系人”作用。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

长陈美宝表示，要建立绿色航运领域

生态系统，香港需汇聚相关方和人

才。香港航运界正积极推行人才培养

计划，海事处成立专门团队为相关组

织提供一站式服务，绿色航运专业相

关人才亦纳入特区政府人才清单。

香港航商总会主席、华光海运执行

董事长赵式庆认为，随着MEPC83定下

减碳政策框架、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设

立，期待政府未来同业界在绿色走廊、电

气化和替代能源各范畴开展更深入、更

具成效的合作。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表示，

国际海事组织已设定 2050 年实现航

运业净零排放，这需要跨领域、跨学

科、跨地域的广泛合作。目前科大正

在推动航运业绿色转型，并与业界合

作，致力于推动航运业数字化革命。

香港航商总会倡议，支持打造香港

成为绿色燃料交易、加注与认证中心，

并推动全球认证标准，期待各方携手，

进一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规模、

创科生态和战略位置等方面的平台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清洁能源供应链交流会在港举办
聚焦航运业可持续发展

4 月 24 日，游客

在 长 兴 县 李 家 巷 镇

李 家 巷 村 的 弁 山 锦

园游览。

近年来，浙江省

湖 州 市 长 兴 县 李 家

巷 镇 积 极 推 进 特 色

农文旅发展，建设农

文 旅 特 色 园 区 弁 山

锦园，提升当地特色

乡 村 旅 游 品 牌 的 同

时 助 力 周 边 村 民 就

业和增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美丽乡村休闲文旅园助力特色农文旅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