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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紧张的心情，我开启

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教学任务，为

廉江市良垌丰背明园小学的同

学们带来一节以“自信很重要”

为主题的支教课。虽然是采用

线上教学的方式与大家见面，但

透过同学们的眼神，我依旧能够

感受到大家的学习热情。

随后我告诉同学们：“在老师

眼中，每一位同学都是独一无二

的，都有些特殊的闪光点，建立起

自信是走向更好未来的第一步。

通往未来的大门有很多，总有一

把钥匙是属于你的，能帮助你开

启美妙人生，只有相信自己和拥

抱自己，才能更好地发现自己。”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切实感受

自信的重要性，我还与同学们一

起赏析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鹬》。短片讲述的是一只刚出生

的小矶鹬，在首次尝试独立捕食

时，不像其他成年矶鹬懂得避开

海浪，而直接被浪淹没覆盖，从此

变得胆怯不自信、无比依靠妈

妈。后来在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

小伙伴——寄居蟹的影响和帮助

下，最终找到了自己独特闪光的

谋生技能，找回了勇敢与自信。

看到同学们津津有味、若有所

思的样子，我决定趁热打铁，结合

短片的故事与生活中的案例，与大

家分享了培养自信的5个有效方

法，并通过朗读的方式，加深同学

们的记忆。同学们充满稚气却有

力的声音，让我倍受鼓舞和感动。

（佛山平安人寿）

孩子，你充满自信的样子
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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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敏红在线上为孩子们上课。■陆敏红在线上为孩子们上课。

平安支教日记1

平安支教志愿者：佛山

平安人寿财务部陆敏红

支教时长：第1年

课题：《自信很重要》

支教小学：廉江市良垌

丰背明园小学

还记得新闻里曾经播报的

居民楼火灾、厂房火灾、森林山

火等险情吗？这些灾情无一不

在提醒我们“火不留情”。

为此，我决定为廉江市良

垌丰背明园小学的同学们带来

一节以《消防安全——小小消

防员学习篇》为主题的支教课

堂，与同学们一起探讨消防安

全的重要性。

在课堂上，我向同学们提

出了一个生活常见的问题：如

果你在家中遇到突发的火灾

情况，你会怎么办？台下的同

学们窃窃私语，却无一人能以

流畅的思路回答出自己的解

决方法。

为了引起同学们对“消防

安全”的重视与好奇，我播放了

一则名为《突发火灾如何正确

逃生》的动画片给同学们看，科

普不同场景的正确应急逃生小

技巧，告诉同学们如何就地取

材保护自己、顺利逃生。

视频结束后，当我再次问

起开课前的问题“如果你在家

中遇到突发的火灾情况，你会

怎么办”时，同学们纷纷举手

抢答，灵活运用视频内的小知

识进行回答。看见大家的学

习积极性被充分激发，我迅速

开展下一阶段的教学，将“消

防安全”分解成 5个方面的内

容，让同学们循序渐进地进行

学习。

（佛山平安人寿）

学好消防知识，
争当“小小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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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锡瑶在线上为孩子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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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志愿者：佛山平安

人寿凯旋营业区优才

叶锡瑶

支教时长：第4年

课题：《消防安全——

小小消防员学习篇》

支教小学：廉江市良垌

丰背明园小学

11月17日，神舟十四号航

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密切协

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

任务。这是空间站“T”字构型组

装完成后的首次航天员出舱活

动，首次检验了航天员与组合机

械臂协同工作的能力，进一步验

证了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和出舱

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功能性能，

也是我国航天员在空间站进行

的第七次出舱活动。

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首先

完成了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

舱舱间连接装置、天和核心舱与

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

搭建起一座三舱间舱外行走的

“天桥”，航天员蔡旭哲通过“天

桥”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行

走。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

计部空间站系统总体副主任设

计师李学东介绍，中国空间站

“T”字构型特殊而复杂，要顺利

完成从一个舱段的外壁转移至

另一个舱段等多项舱外任务，对

于身着厚重航天服的航天员来

说无疑充满挑战。为了让航天

员自在“穿梭”于舱段间完成各

项舱外任务，搭建一条舱间转移

路径成为首选。

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舱

外维修工具研制团队特别为空

间站设计了灵活而安全的舱间

连接装置，它是目前空间站上行

舱外工具中长度最大，且可以跨

舱开展空间在轨维修作业的关

键设备。

据介绍，问天实验舱舱间连

接装置长度约为 3.2米，重约

16公斤；梦天实验舱舱间连接

装置长度约为2.6米，重约15
公斤。航天员将其一端与实验

舱连接装置的基座连接，另一端

与天和核心舱的环形扶手连接，

安装完成后，航天员可实现从实

验舱到天和核心舱的爬行，不再

需要机械臂临时搭桥。

此外，还完成了问天实验舱

全景相机A抬升和小机械臂助

力手柄安装等任务，全过程顺利

圆满。

在以往的出舱任务中，航天

员都是在单舱工作，各个分系统

只需围绕单舱工作即可。此次

出舱实现了跨舱段工作，三个舱

段分系统之间紧密配合。

此次出舱，机械臂分系统全

程配合航天员开展出舱活动，测

控与通信分系统在天地间搭建

起畅通的通信链路，数管分系统

发挥“智能大脑”作用，仪表与照

明分系统为舱内外提供环境照

明和舱内状态显示……“T”字
构型的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

舱、梦天实验舱三舱完美协作，

各分系统表现稳定出色，圆满保

障了出舱任务的顺利完成。

任务中，空间站组合机械臂

首次合作，支撑出舱任务顺利实

施。组合机械臂由大机械臂、小

机械臂和大小臂转接连接件共

同组成。其中，大小臂转接连接

件由大机械臂目标适配器和小

机械臂目标适配器同原理部件

组成，能够被大机械臂和小机械

臂的末端分别捕获，捕获之后即

形成组合机械臂。

专家表示，大臂加小臂，使

组合机械臂的覆盖半径大为扩

展，站在天和核心舱的目标适配

器上，能够对本次任务的三舱目

标进行操作——这是单臂无法

做到的。此外，相较于只有7个
自由度的大、小机械臂，组合机

械臂的自由度达到了14个，工

作起来更加灵活。

不过，长度增加和自由度提

高对组合机械臂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机械臂

产品副总师高升介绍，机械臂变

长后，柔性随之变大，在进行目

标操作时的控制难度增大，变长

的机械臂也会增加运动规划的

难度，大、小机械臂在运动规划

时要考虑对方的姿态。

为克服上述技术难题，在空

间站总体的牵引下，机械臂研制

团队充分论证、反复试验，确保

了组合机械臂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为舱外载荷照料和航天员出

舱等任务提供了更加强大的保

障。现在只需要通过组合机械

臂，就能轻松把小机械臂转移到

梦天实验舱，转移之后大、小机

械臂分开，小机械臂再爬到相应

的目标适配器上完成任务。

（新华社）

搭建“天桥”检验组合机械臂
——“T”字构型中国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看点

进一步提升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二十条优化措施热点问答

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取消

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将风险区调

整为“高、低”两类，纠正核酸检

测“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

科学做法，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

关药物储备……二十条优化措

施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各地相继落实二十条优化措

施。风险区如何划定？密接、时

空伴随等怎样判定？坚持做核酸

有无必要？聚焦落实过程中公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否意味

着放松防控？是否会加大疫情
传播的风险？

答：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是

放松防控，更不是放开、“躺平”，

而是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

冠病毒变异的新特点，坚持既定

的防控策略和方针，进一步提升

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这些调整，是基于多地疫情

防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相关评

估数据作出的。近三年来，我国

根据全球疫情形势和病毒变异

情况，结合我国疫情防控实践经

验，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

施。每一次调整优化，都经过反

复研判、科学论证，确保积极稳

妥、风险可控。

二十条优化措施是稳中求

进、走小步不停步、符合我国国

情、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这些

调整要求更规范、更快速地开展

防控，把该管住的重点风险管

住、该落实的落实到位、该取消

的坚决取消，充分利用资源，提

高防控效率。

问题二：
有群众反映，其所在地方提

出“社区暴发地区”“社区传播明
显地区”等，二十条优化措施提
出后，风险区如何划定？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将风险

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

“高、低”两类，在科学精准管控

风险区域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

少管控范围和人员。

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实

践应用以及今年7、8月份的评

估，中风险区的阳性检出率约为

3/10万，风险极低。为尽可能

减少管控区域和人员，取消了中

风险区的划定。

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原则

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

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

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

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

栋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

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

其他地区划定为低风险区。高

风险区连续5天未发现新增感

染者，降为低风险区。符合解封

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问题三：
有群众反映，目前有密接、

时空伴随等多种判定。不同判
定应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答：密接是密切接触者的简

称，一般指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

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与

其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

防护的人员。第九版防控方案

共列举了9种密接人员类型，包

括共同居住人员等。

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明确，对

密切接触者，将“7天集中隔离+

3天居家健康监测”管理措施调

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

离”，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同时要求，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

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时空伴随人员是涉疫场所

的暴露人员。根据第九版防控

方案，对于这类人员要求在流调

以后进行“三天两检”，及时排

查。

不论是哪种管控方式，管控

时间都是以人员末次暴露的时

间开始计算。对于管控的时间，

起始时间应该以判定为末次暴

露的时间为准，而不应该以追踪

到这个密接的时间开始算起。

问题四：
当前，有的城市减少核酸检

测点位的同时，要求出入公共场
所出具核酸阴性证明。不少群众
关心：是否需要坚持做核酸检测？

答：根据第九版防控方案，发

生疫情以后，基于流调研判，明确传

播链清晰，没有发生社区传播，无须

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只需对风

险区域和重点有感染风险的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开展快速疫情处置。

二十条优化措施进一步强

调，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

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定的范围

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

检测，不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只在感染来源和传播链

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

情底数不清时开展。

二十条优化措施还要求，制

定规范核酸检测的具体实施办

法，重申和细化有关要求，纠正

“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

做法。 （新华社）

■11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航天员陈冬成功出

舱的画面。 新华社发

前10个月我国吸收
外资同比增长14.4%

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17日公布

数据显示，2022年1至10月，我国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898.6亿元

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4.4%（下同），折合1683.4亿美

元，同比增长17.4%。

从行业看，我国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7988.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8%。高技术产业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1.7%，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57.2%，高技

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5%。

从来源地看，韩国、德国、英国、

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06.2% 、95.8% 、40.1% 和

36.8%（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我国将开展3大攻坚行动
改善空气质量

到2025年基本消除
重污染天气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等15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重污

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提

出到2025年，全国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气基本消除；PM2.5和臭氧协

同控制取得积极成效，臭氧浓度增

长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移动源大气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

据介绍，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

聚焦PM2.5污染，以秋冬季（10月
至次年3月）为重点时段，以重污染

天气频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

平原以及重污染天气防控工作相对

薄弱的东北地区、天山北坡城市群为

重点地区，针对区域不同污染特征提

出相应攻坚措施。按行动方案，到

2025年，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气，全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

控制在1%以内，70%以上的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东北地区、

天山北坡城市群人为因素导致的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30%以上。

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以5月至

9月为重点时段，以臭氧污染较为突

出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为国家臭氧污染防治

攻坚的重点地区，珠三角地区、成渝

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他臭氧

超标城市在国家指导下开展攻坚，

加大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

化物减排力度，提升能力、补齐短

板。按行动方案，到 2025 年，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积极

成效，全国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VOCs、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比2020年分别下降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