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米静  美编：朱振涛  校对：刘林忠
特   稿

2023 年 7 月13 日    星期四

7版

我国托育机构已超7.5万家
提供托位360多万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

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杨金

瑞 7 月 11 日在京表示，目前，中

国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已达 7.5

万多家，提供的托位数达 360 多

万个，婴幼儿入托率达到 6%。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

表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人口学会 11 日联合举

办的庆祝 2023 年世界人口日中

国研讨会上，杨金瑞介绍，中国

始终高度重视男女平等和妇女

事业发展，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水

平。为减轻妇女照料孩子的负

担，中国加快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体系建设，努力补齐婴幼

儿无人照料的短板。

2023 年 7 月 11 日 是 第 34

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

将主题确定为“释放性别平等的

力量：提高妇女和女孩的声音，

释放我们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中国主题确定为

“促进性别平等，护佑妇幼健康”。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副代

表欧雯姗说，妇女和女童约占全

球人口总量的一半，她们的创造

力、聪明才智、资源和力量在应

对威胁人类未来的人口挑战和

其他挑战中至关重要。

与会专家分享了中国在促

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领域的

主要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适应

人口发展新常态，需要进一步

促进性别平等，解决女性在工

作与生活中面临的冲突，男女

应共担包括育儿责任在内的家

庭责任。        （据新华社）

“家长对孩子的信任是突破点，要

信任孩子有独当一面的成长潜力。”家

庭教育指导师胡华刚刚结束和她服务

的家庭的一场视频连线，谈起工作满

是兴奋。凭借专业、耐心和经验，在家

庭教育中“穿针引线”的这一职业群

体，逐渐走进人们视野。

36 岁的胡华已在教育领域工作

10 余年。最早做科任老师时，她就意识

到，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课。纾解孩

子成长中面临的困惑，为家长提供系

统、专业和有实践意义的指导，或许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带着这样的想

法，2016 年起，胡华转向家庭教育指

导的全职工作，给予每个服务家庭不

少于 3年的“介入式陪伴”。

家庭教育指导师常在指导者、陪

伴观察员甚至“家庭医生”等角色间切

换。胡华说，更多的时候她像一面镜

子，在沟通中让家庭成员“照见”彼此 

相处模式中的矛盾所在。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曲琛

说 ：“家庭心理指导要处理青少年

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和挑战，建构

合宜的家庭关系与亲子关系，学习

发展良好的沟通方式，处理情绪和

价值感等相关问题。”她所理解的家

庭教育指导，除了家庭心理指导，还

包括安全教育、升学指导、生涯规划

等方面。

这也是一线工作者面临的“课

题”：许多家长虽摒弃了“不打不成

才”“都是为你好”等老观念，但科学教

育方法的习得、沟通渠道和信任归属

感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

胡华曾和家长聊到凌晨两三点，

她一点点为家长“解压”，和他们一起

解决孩子的困扰。

“我和这个家庭已经接触了 6 年，

家长找到了引导教育的‘正确打开方

式’，看到了孩子的可塑性；孩子也收

获了自主学习的快乐和规划生活的能

力，状态越来越好。”服务家庭一点一

滴的改变，让胡华收获了职业的成就

感和价值感。

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工作“场景”也在不

断拓展。今年 5 月，广东省佛山市首批

70 名家庭教育指导辅导员受聘上岗，

一批家庭教育指导师也在其列。佛山

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辅导员全面参

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根子在家庭

教育。”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心社工服

务中心青少年部主管伍家智是此次受

聘的辅导员之一。在以往的社区工作

经历中，伍家智接触到许多“家事”案

例，他既要“倾听”孩子，也要“辅导”家

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正式成为新职

业，让我们有了新的‘身份证’。”伍家

智说。

“爸爸妈妈好像变了，他们看到了

我的优点。”不久前，一个孩子给伍家

智打来电话，这样的改变就发生在家

长和伍家智面谈之后。

今年 1 月，教育部等 13 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

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 2035 年，形成

定位清晰、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

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曲琛介绍，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家

校课堂可与德育工作、班主任工作等

进行充分融合，在社区可作为社工为

社区家庭提供教育支持和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师这一职业获得不

少年轻人的青睐。“从业者要有一颗火

热的心。家庭教育指导师需要长期付

出才能看到成效，不能急功近利。”曲

琛表示，家庭教育关乎孩子的终身发

展和家庭的幸福安宁，让受过专业训

练的人才参与其中意义重大。随着这

个新职业为大众所认知，社会还需对

家庭教育指导师进行督导和赋能，促

进行业良性发展。

（据新华社）

胡华与服务家庭进行远程视频连线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三版）在推进“第二个结

合”中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要始

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守

“第二个结合”的主义之“正”、理

论之“正”、道路之“正”、制度之

“正”、文化之“正”，坚持走自己的

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

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另一方面

要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发展，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价值，不断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

形式，使之更好与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相适应，更好与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相协调，切实做到在“结

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结合”，在

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

象、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

在“第二个结合”中保持开

放包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

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

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

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

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

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

命力。我们在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要自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和谐共处、互学互鉴，共同

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

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

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

精神隔阂，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互信互敬，让世界各国文明交流

对话、求同存异，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作者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据《人民日报》）

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

朱雀二号有何新特点？

带来变革
商业火箭发射成本有望降低

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遥

二运载火箭为两级构型，以液氧甲

烷为推进剂，箭体直径 3.35 米，全

箭高度 49.5 米，起飞重量约 219

吨，起飞推力约 268 吨。火箭一级

采用 4台天鹊 80 吨级液氧甲烷发

动机并联，二级采用 1 台天鹊 80

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和 1 台天鹊

10 吨级游动液氧甲烷发动机组合

而成。

作为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

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的成功发射

填补了国内液体火箭型谱的空白，

有望降低商业火箭发射成本，为商

业火箭发射市场带来变革。

什么是液氧甲烷？航天专家

告诉记者，液氧甲烷是一种火箭燃

料，由液态氧气和甲烷混合而成。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随着天

然气被送入千家万户的厨房灶台

和工厂机组，其燃烧效率高、绿色

环保、成本低、易制取等优点日益

凸显，甲烷也逐渐成为火箭发动机

研究者无法忽视的燃料选项。

火箭研制方蓝箭航天CEO 张

昌武表示，液氧甲烷火箭是蓝箭在

创业之初就选定的发展方向，通过

这一设计思路，未来可实现更低的

成本以及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同时

还能填补相关航天领域内的空白。

此次朱雀二号的飞行试验主

要考核了这一新型液氧甲烷火箭

测试发射和飞行全过程方案的正

确性、合理性，各系统接口的匹配

性，为后续火箭正式商业飞行奠定

了基础。

“我们将继续以朱雀系列运载

火箭为核心产品，对产品进行持续

优化迭代，进一步提升火箭性能，

为市场提供低成本、高性能、大运

力的火箭产品。”张昌武说。

正视失败
朱雀二号再征苍穹获成功

浩瀚宇宙令人向往，但探索宇

宙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当中充满风

险和挑战。

仅今年上半年，国外已有两

款液氧甲烷火箭挑战首飞入轨，

即美国相对论空间公司的人族一

号火箭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的“星舰”，可惜均以失

败告终。

2022 年 12 月 14 日，朱雀二

号遥一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执行首飞试验，因二级游机异

常关机故障而遗憾失利。

为此，蓝箭航天成立专项工作

组查明故障原因和故障机理，并针

对故障采取多项改进措施，通过仿

真、地面试验和发动机试车验证了

改进措施的有效性，在 2023 年 3

月 18 日通过故障归零专家评审。

“一方面要解决出现故障的部

分，重新设计、制造、试验、考核 ；

另一方面，要做全箭技术状态管理

的复查，尤其是所有涉及接口的复

查。”张昌武说。

朱雀二号自首飞任务失利至

复飞成功，历时半年多。这期间，蓝

箭航天不仅在三个月内完成了遥

一火箭飞行故障归零，而且快速组

织了遥二火箭的总装工作。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上述工作

并非易事。研制团队卧薪尝胆，不断

优化设计方案、举一反三，只为“把

问题留在地面，把成功带上太空”。

以此次任务中担当火箭智能

化“方向盘”使命的大功率电动推

力矢量伺服系统为例，来自中国航

天科工三院 33 所的研制团队历经

5 年潜心研究，最终让这一火箭智

能化“方向盘”能精准执行系统给

定的动作指令，目前误差仅为千分

之五，充分满足了这款液氧甲烷运

载火箭对伺服系统低成本与高性

能的要求。

“此次发射，我们收获的不仅

仅是一枚火箭，更作为民营航天力

量收获了研发、试验、生产、发射全

链条的完成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

战略定力，朝着火箭批量化、商业

化研制目标前进，用创新打造自身

独特价值。”张昌武说。

面向未来
瞄准大规模进出空间、航班化运输需要

放眼世界，可重复使用液氧甲

烷火箭已进入快速研制发展期。国

外多款液氧甲烷火箭正在研制中，

或在加紧推进发动机试车，或已开

始整箭组装测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学术技术带头人、航天科技集团六

院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副所长高

玉闪表示，面对未来大规模进出空

间、航班化运输需求，大推力、高性

能、可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发动机

是液体主动力发展的重要方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我国

液氧甲烷发动机研制历经基础研

究、原理样机验证阶段，进入商业

航天发展与高性能发动机研制阶

段。近期多款液氧甲烷发动机试车

成功及 80 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助

推朱雀二号运载火箭复飞成功，表

明我国初步建立了开式循环液氧

甲烷发动机设计、生产、试验体系，

培养了相关人才队伍，研制的各型

液氧甲烷发动机可逐步满足国内

商业发射需求。

凭借在重型大推力闭式循环

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突破的各项关

键技术，以及其他各类液体火箭发

动机研制过程中积累建立的技术

基础、生产试验条件和人才队伍，

我国已具备研制大推力高性能液

氧甲烷发动机的基础条件，目前正

在开展 200 吨级全流量补燃循环

液氧甲烷发动机研制工作，可为未

来重型、大中型运载火箭提供强劲

动力。

公开资料显示，除蓝箭航天

外，我国九州云箭、星际荣耀、宇航

推进等多家民营航天企业也正在

开展液氧甲烷火箭及发动机的研

发，陆续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

（据新华社）

7 月 12 日上午，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国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发
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至此，经历首飞失利后的卧薪尝胆，朱雀二号成为

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标志着我国运载
火箭在新型低成本液体推进剂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朱雀二号有何新特点？从首飞失利到复飞成功经
历了怎样的过程？

家庭教育指导师：

在家庭教育中 穿针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