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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单位：河南省纺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单位：河南省纺织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平顶山市亿凯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建设路东段北侧
规划用地面积：73299.12平方米
地上总建筑面积：183222.14平方米

项目简介：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第
十次业务审查会原则通过了平顶山常绿东风宸苑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

如对本规划公示有异议，可自本公示发布之日7日
内向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2932918 6187192

平顶山常绿东风宸苑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前公示

◉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 130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广交会）致贺信

◉全国老龄工作会议10月 14
日在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
出重要批示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
10月 13日就美国务院高官会见台
在美人员等消极动向发表谈话，奉
劝美方停止说一套、做一套的拙劣
伎俩，趁早抛弃“以台制华”的幻想

◉台湾高雄市盐埕区“城中城
大楼”10月 14日凌晨发生火灾，据
高雄消防局介绍，火灾已造成 46
人死亡、41人受伤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10月
13日公布的 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
要显示，美联储可能将从 11 月中
旬或 12月中旬开始缩减资产购买
规模

◉欧盟委员会10月 13日制定
“工具箱”，旨在帮助欧洲企业和民
众应对当前能源价格不断攀升

（均据新华社）

（上接第一版）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

叠加，给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严

重挑战。我们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推进

全球交通合作，书写基础设施联通、贸易

投资畅通、文明交融沟通的新篇章。

第 一 ，坚 持 开 放 联 动 ，推 进 互 联 互

通。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不搞歧

视性、排他性规则和体系，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要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

制度规则“软联通”，促进陆、海、天、网“四

位一体”互联互通。

第二，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公平普惠。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

才是真富裕。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

题，才能够为人类共同发展开辟更加广阔

的前景。要发挥交通先行作用，加大对贫

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济民生因

路而兴。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为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更多支持，促进共同繁荣。

第 三 ，坚 持 创 新 驱 动 ，增 强 发 展 动

能。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推

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

第 四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实 现 绿 色 低

碳。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才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要加快形成绿色

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

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

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第五，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

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

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

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围绕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推进减贫、卫

生、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希望

各方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国，正

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我们坚持交通先

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

路网、世界级港口群，航空航海通达全球。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高铁、大飞机等装备制

造实现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占全球总量

一半以上，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等超大型交通工程建成投运，交通成为中

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我们坚持交通天

下，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

易额最大的经济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中欧班列、远洋货轮昼夜穿梭，全力保障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体现了中国担当。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真正的

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

相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决心不会变。中

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

上。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加强同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

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建立中国国际可

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为全球交通发

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最后强调，让我们携手走互联互

通、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共同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丁薛祥、刘鹤、蔡奇、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开幕式。

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

于 10 月 14 日至 16 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土库曼

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埃塞俄比亚

总统萨赫勒-沃克、巴拿马总统科尔蒂索、

荷兰首相吕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

应邀以视频方式发表致辞。171 个国家的

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0 月 14 日，我国在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羲和号”。该星将实

现国际首次太阳 Hα波段光谱成

像的空间探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

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

在太阳物理领域研究能力，对我国

空间科学探测及卫星技术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

“探日”时代。

“羲和号”全称太阳 Hα光谱

探测与双超平台科学技术试验卫

星，运行于高度为 517 公里的太阳

同步轨道，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空

间望远镜。Hα是研究太阳活动

在光球和色球响应时最好的谱线

之一，通过对该谱线的数据分析，

可获得太阳爆发时的大气温度、速

度等物理量的变化，有助于研究太

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和物理机制。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

中心主任、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重大

专项工程总设计师赵坚表示，“羲

和号”实现了我国太阳探测零的突

破，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

代，将大幅提高我国在太阳物理领

域研究的国际地位。

卫星在轨运行期间，将观测太

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光球及

色球表现，探究太阳爆发的源区动

态特性和触发机制，同时探测太阳

暗条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色球表现，

揭示其与太阳爆发的内在联系，还

将获取全日面 Hα波段多普勒速

度分布，研究太阳低层大气动力学

过程，为解决“太阳爆发由里及表

能量传输全过程物理模型”等科学

问题提供重要支撑。

该卫星采用了超高指向精度、

超高稳定度的“双超”卫星平台设

计。平台将在轨应用磁浮技术，大

幅提高载荷姿态指向精度和姿态

稳定度。

本次发射成功搭载了亚太空

间合作组织的两颗政府间合作微

小卫星：大学生小卫星-1、大学生

小卫星-2A，此次任务是亚太空间

合作组织成立以来首次发射卫星。

为缩小落区范围、保障落区安

全，本次发射是栅格舵落区控制系

统首次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开展

的性能验证试验，通过展开的栅格

舵对一子级返回进行姿态控制，可

达到一子级落区范围缩小 80%以上

的目标，让运载火箭落点更加精准

可控，极大改善落区安全环境。

经过征集、遴选和专家推介三

个环节，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

验卫星最终定名“羲和”。“羲和”为

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

定时历的女神，象征着中国对太阳

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据新华社太原10月 14日电）

探测太阳有何意义？

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据新华社酒泉10月 14日电 （记者李

国利 黎云 张汨汨）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

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船将于 16 日凌晨发射，发射时间瞄准北京

时间 16 日 0 时 23 分。飞行乘组由航天员

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组成，翟志刚担

任指令长。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

号 F 遥十三火箭于 14 日下午进行推进剂

加注。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

14 日下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林西强说，按计划，神舟十三号飞船

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

航天员进驻核心舱后，按照天地同步作息

制度进行工作生活，约 6个月后，搭乘飞船

返回东风着陆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后，将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主要目

的为：一是开展机械臂辅助舱段转位、手

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建造关键技术试

验；二是进行 2-3 次出舱活动，安装大小

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及悬挂装置，为后

续空间站建造任务做准备；三是进一步验

证航天员在轨驻留 6 个月的健康、生活和

工作保障技术；四是进行航天医学、微重

力物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开展

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五是全面考核工程

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能性能，以及

系统间的匹配性。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也是

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后续，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

共规划实施 6 次飞行任务，2022 年底前将

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天舟

三号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

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行神

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测试

和综合演练，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2022年底前我国空间站将完成三舱组合体建造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16日凌晨发射

10月 14日，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 3名乘组航天员翟志刚（中）、王亚平（右）、

叶光富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