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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

明年1月8日起不再
实施“五个一”措施

据新华社电 民航局28日印发

的《关于恢复国际客运航班工作方

案的通知》提出，稳妥推进国际客运

航班恢复运营，自2023年1月8日
起，不再对国际客运航班实施“五个

一”和“一国一策”等调控措施，中外

航空公司按照双边运输协定安排运

营定期客运航班。

通知规定，不再定义入境高风

险航班，取消入境航班75%客座率

限制。逐步恢复受理中外航空公司

国际客运包机申请，2023年夏秋航

季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流程及要求。

优化各口岸机场入境航班保障流

程，提高运行效率。取消入境航班

涉及机场相关入境保障人员、国内

和国际机组闭环管理、入境核酸检

测和入境隔离等措施，加强宣传引

导，监督旅客佩戴口罩。加强国际

航空运输价格管理，保护消费者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五个一”措施，即中外航空公

司国际客运航班按照“一司一国一

线一周一班”的方式来运营，是民航

局在2020年3月发布的《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继续调减国际客运航班量

的通知》中提出。

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全

球造成一波又一波感染潮。北京

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副研

究员曹云龙帮助追踪新冠病毒演

化，并预测了导致新变异株产生

的部分突变，入选《自然》年度十

大人物榜单。

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给疫情防

控带来极大挑战，曹云龙团队通

过研究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

BA.5、BA.2以及早前变异株后

康复人群的抗体，成功预测了当

前传播的许多变异株的关键突

变。这也让团队可在这些变异株

被发现后，第一时间评估它们的

免疫逃逸能力。目前，科研团队

正据此设计新的抗体疗法，筛选

对病毒更有效的药物。

面对抵御新冠病毒的漫长

战役，全球科学家在不懈寻求下

一代疫苗、抗病毒药物等“新武

器”。今年11月，美国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开展一款新冠和流感混合疫

苗的 I期临床试验，有望针对两

种奥密克戎变异株和 4种流感

毒株发挥作用。包括中国科学

家在内的国际研究团队还在继

续开发鼻喷、吸入式疫苗等更有

效激活黏膜免疫的疫苗。人类

正在持续构筑抵御新冠病毒的

坚盾。

（新华社）

（上接A01版）

作为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

族团结奋斗优良传统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一代代共产党人以强

大的向心力，铸就古今中外最讲

团结、最能奋斗的最先进政治力

量。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大会上指出，没有这种思想上

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

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招待会上阐述，团结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

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

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

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是

最强的力量。

十年来，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

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

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

不可攻克的难关险阻，创造了

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

迹。

穿越历史的烟云，一个真理

昭示未来：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

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
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翻开党的二十大报告，大会

的主题开宗明义：“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团结奋斗”四字，蕴含着深

刻丰富的内涵。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党领

导人民团结奋斗、赢得伟大胜利

的历史。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

共产党人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不久，上

海市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前，鲜艳的党旗一次次在人群中

展开。会址旁的报告厅内，一堂

堂生动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

接连举行……

百年前那栋不起眼的石库

门小楼，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

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革

命理想高于天”说明理想信念的

重要性。理想信念，赋予了中国

共产党人信仰之美、理想之光、

真理之力。

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

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人把实

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把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作为初心使命，这种远大志

向和抱负，赋予共产党人团结一

心、顽强奋斗的强大动力。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

共产党人无私的精神和品格——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共

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

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这

种精神特质：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

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

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

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

阶层的利益。”

正是这种无私精神和品格，

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

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牢不可破的团结，源自中国

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坚

持和贯彻——

团结与斗争，是矛盾运动的

统一体。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团

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一团

和气，更不是团团伙伙。

摒弃一切畏首畏尾、一切消

极懈怠、一切瞻前顾后，始终保

持狭路相逢勇者胜、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新时代的共

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

于同各种错误言行作斗争，并在

这种斗争中更加团结。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
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

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

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

表团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以钢

铁为喻，形象地指明了团结之于

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巩固和加

强各方面团结，用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筑起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挑战的铜墙铁壁。

宏伟的目标任务，要求更坚

强的团结——

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

后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

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定》，进一步释放出新征程上巩固和

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信号。

百年党史经验反复证明，只

要全党步调一致、团结统一，我

们就能无坚不摧，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和强大敌人；反之，党和国

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光荣，任

务艰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

14亿多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凝聚起

来，形成全党全社会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宏伟蓝

图才能最终变成美好现实。

复杂的内外环境，呼唤更广

泛的团结——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赴沙

特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

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

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

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共叙友谊、

共话互信、共商合作、共论天下。

从撒马尔罕上合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会议，到巴厘岛、曼谷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到

利雅得中阿峰会、中海峰会……

党的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累计同40
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透

过繁忙的元首外交，中国的朋友

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

老朋友越来越铁。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叠加世

纪疫情，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更

趋严峻复杂。团结的面越宽，团

结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兴

旺发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

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必将以更加紧密的团结、

更加顽强的奋斗，把民族复兴伟

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

团 结

2022年，那些令人瞩目的科学突破

在科技领域，2022年是发现

与突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

年。太空探索迈向更深更远，不

断叩问宇宙奥秘；生物医药创造

奇迹，向无尽的科学前沿挺进；人

工智能彰显造化神奇，助力拓展

人类创意边界……

具有科幻色彩的行星

防御试验在2022年迈出成

功步伐，并入选《科学》杂志

年度科研成果盘点排行榜。

美国东部时间 9月 26
日，美国航天局“双小行星

重定向测试（DART）”航天

器撞击了一个近地双小行

星系统中较小的一颗，以期

改变它的运行轨道。美国

航天科学家表示，这是首次

旨在保护地球免受小行星

撞击威胁的测试任务。

在距离地球1100万公

里的地方，这个航天器以每

小时约 22530公里的速度

撞击直径约160米的“双形

态”小行星。不过，这颗小

行星对地球并无威胁，撞击

只是一次测试。

地球周围潜藏危机，特

别是那些运行轨道距地球

轨道 750万公里以内且直

径大于 140 米的“近地天

体”。多数小行星体积较

小，会在可能和地球“亲密

接触”时在大气层中燃烧殆

尽，但不排除有些较大天体

会威胁地球安全。DART
任务的成功为科学家改进

行星防御计划提供了更多

数据。

2022年，月球继续成为星际

探索目的地。12月17日，韩国首

个月球轨道探测器“赏月”号成功

进入绕月飞行轨道，准备在月球上

空100公里高的轨道执行为期1
年多的探测任务。

日本方面今年也在月球探索

领域不断尝试。日本首个登月探

测器“好客”于11月16日发射升

空后未能与地面建立通信，放弃实

施登月探测任务。日本民间企业

“i太空公司”的月球表面探测项目

“白兔-R”1号任务的着陆器，于

12月11日被成功发射并与地面

建立通信联系。预计在2023年
4月底踏上月球的该着陆器，载有

阿联酋航天机构的月面探测车“拉

希德”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的可变形月面机器人等。

曾数次因故障推迟发射的美

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空发

射系统”，于11月运载“猎户座”飞

船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1
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在历时25天半的旅程中，“猎

户座”飞船两次近距离飞越月球，最

近时距月表127公里。12月11
日，该飞船顺利返回地球。这是美

国计划的系列探月任务的第一步，

可为后续载人探月任务打下基础。

月球探索方兴未艾

2022年，人工智能（AI）在
创意之路上阔步远行，无论是艺

术表达，还是科学发现，AI正全

面进军甚至超越原本只有人类才

能驾驭的疆域。《科学》和《自然》

的年度科研成果盘点都关注了

AI最新研发进展。

“文字转图片”AI模型今年在

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利用机器学习

技术分析文本，再生成不同艺术风

格的画作——山水写意或重彩油

画，AI能在几分钟内轻松搞定。

人工智能研究机构OpenAI今年

推出升级版 AI“画手”DALL-
E2，帮助艺术家高水平作画。

机器学习也在科学、数学和编

程方面展现创造力。英国“深层思

维”公司今年7月宣布，其开发的人

工智能程序“阿尔法折叠”已预测出

约100万个物种的超过2亿种蛋白

质的结构，涵盖科学界已编录的几

乎每种蛋白质。“深层思维”的研究

人员还研发出可解决矩阵乘法问题

的有效算法，可用于计算机图形学、

物理模拟等。该公司开发的另一款

AI系统可完成简单编程任务。

当然，这些AI创新也带来一

些争议，比如AI会否传播错误信

息甚至终结一些职业，但AI无疑

将帮助扩展人类的创造力边界。

越来越有创造力的AI

全球器官供需缺口巨大，如

何借助动物器官挽救患者生命一

直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领域。

2022年全球首例猪心脏移植手

术成为这一探索中的里程碑事

件，入选《自然》杂志2022年十

大科学新闻。

今年1月，美国马里兰大学医

学中心为一名男性心脏病人成功

手术，将猪的心脏移植入其体内，

属全球首例。提供这颗心脏的猪

已经过基因改造，其中包括“敲除”

会引起人类排异反应的基因，以及

一个特定的基因以预防植入人体

的猪心脏组织过度生长。

在术后几周，移植心脏运转

良好，没有排异反应迹象。尽管

这位病人在3月份病情恶化后去

世，但科学家认为，这一手术仍为

研究人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

息，有望帮助医生更好地开展移

植手术，协助挽救未来接受手术

的患者。

今年还有两个美国研究团队

实现了将猪肾脏移植给已经脑死

亡的病人，移植后的肾脏没有出现

排异反应，并开始生成尿液。

人体接受猪心脏移植

预测新冠变异株

探秘宇宙的“深空巨眼”

从7月发布第一张全彩

宇宙深空图像，到发现遥远星

系和太阳系外行星大气层，人

类 望 向 宇 宙 的“ 深 空 巨

眼”——詹姆斯·韦布空间望

远镜在2022年屡次登上天

文学报道头条。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

航天局与欧洲航天局、加拿大

航天局联合研发，被认为是哈

勃空间望远镜的“继任者”。

该望远镜于2021年12月发

射升空，今年1月顺利进入运

行轨道。

首次拍摄到太阳系外行

星的直接图像、首次在太阳系

外行星大气中发现二氧化碳

存在的明确证据、拍摄到迄今

最遥远和最清晰的宇宙红外

图像、捕捉到古老星系的身影

……这个历时 20年建造的

“巨眼”正帮助天文学界探察

更加深邃的宇宙空间。

这些发现使韦布空间望

远镜位居美国《科学》杂志

2022年科学突破榜首，并入

选英国《自然》杂志2022年

十大科学新闻。该空间望远

镜虽多次受到微流星体撞击，

持续经受极强紫外线和宇宙

射线的考验，但依然在继续执

行任务。

首次行星防御测试成功

香港：

取消入境
强制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李家超28日召开“应对疫情指导

及协调组”记者会，公布29日起取

消“疫苗通行证”、限聚令等社交距

离措施，取消入境强制核酸检测，只

维持“口罩令”。

李家超表示，29日起取消检疫

令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取消“疫

苗通行证”；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核酸

检测，海外、内地、澳门、台湾的抵港

人士都不需要做抵港时或之后的强

制核酸检测，改为进行5天自行快

速抗原测试的健康建议；取消所有

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等，只维

持“口罩令”。

李家超指出，取消这些防疫措

施，是因为香港的疫苗接种率已相

当高，社会已建立较广泛及整体的

防疫屏障。

他说，香港有足够及有效的抗

疫药物，医护人员也累积应对疫情

的丰富经验，医管局更是已经强化

紧急应变系统及医疗系统，资源运

用、应对能力及负荷力都比以往增

加很多，同时三年抗疫经验也让市

民对新冠病毒有更多认识及自我防

御能力。

李家超强调，未来防疫政策会

聚焦“防重症、防死亡”及保护高风

险群组，包括“一老一幼”、安老院及

残疾院舍等，相信这些措施可大力

推进香港复原，特区政府会密切留

意疫情发展。

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

茂表示，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检测，是

为了跟世界联通和为与内地通关作

准备，从而简化抵港人士的检疫安

排。现时正处冬季呼吸道感染高峰

期，如取消“口罩令”或会令感染人

数迅速上升，为免双重感染，仍需要

维持“口罩令”要求。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51人

据新华社电 记者28日从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

悉，12月24日以来连续三位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去世，分别是王津、张

仕翔和袁桂龙。截至目前，登记在

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51人。

12月28日凌晨，幸存者袁桂龙

去世，享年88岁。此前，幸存者张仕

翔于2022年12月27日去世，享年

92岁；幸存者王津于2022年12月
24日去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