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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舟四号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开
启建造阶段的揭幕之战，也是全面完
成中国空间站建设、实现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之战，将
为稳步推进我国空间站工程任务、打

造国家太空实验室奠定坚实基础。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舟货运飞

船系统主任设计师杨胜介绍：“天舟四
号货运飞船为全密封货运飞船，是现
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

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杨胜说，它承担
着为神舟十四号乘组提供物资保障、
空间站在轨运营支持和开展空间科
学实验的使命，停靠空间站期间将实
施货物补给、推进剂补加。

天舟四号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造阶段揭幕之战五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胡喆 李国利 宋晨 陈凯姿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10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1日起实
施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首月已有
8015 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
145.2万户纳税人账户，为急盼现金流
的众多企业下了场“及时雨”。

在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民银
行当天联合召开的留抵退税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说，
加上一季度实施老的留抵退税政策退
税1233亿元，今年1至4月，全国实际共
有9248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

留抵退税，简单说就是把将来才
能退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提前退还企
业。相比于减税和增加政府投资，留抵
退税政策效果更直接、更及时，可直接
改善企业现金流。

新实施的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
中，小微企业是受益主体。国家税务总
局货物和劳务税司司长谢文介绍，已
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139.5
万户，占比 96.1%，共退税 4189 亿元，
占比52.3%。各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强
化资金保障，确保退税红利快速直达
纳税人。

今年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
大规模退税，如何保障基层应退税款
及时退付、财政运行不受影响？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建凡介绍，
财政部通过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
机构近年结存利润，安排支持基层落
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移支付
1.2万亿元。各省级财政部门对退税规
模较大、财政相对困难的县区制定针
对性财力保障方案，对退税额度超过
自身财力水平的重点县区，开展一对
一辅导，确保做好退税资金保障的同
时，实现财政平稳运行。

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局长董化杰
介绍，人民银行根据退税进度，加快向
中央财政上缴利润节奏，2022年以来
已累计上缴结存利润8000亿元，全年
上缴利润将超1.1万亿元，为退税资金
保障打下坚实基础。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实施首月

8000多亿元已退还纳税人

5月 10日凌
晨，天舟四号货运
飞船在位于海南文
昌的中国文昌航天
发射场由长征七号
遥五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在历经数小
时的飞行后，天舟
四号顺利完成与空
间站核心舱后向对
接。这是2022年中
国空间站建造任务
的首次发射，标志
着中国空间站正式
开启全面建造。

看点一：天舟四号肩负什么重要使命？

为保障各项任务顺利完成，天舟
四号携带了哪些“大礼包”？杨胜介
绍，此次任务中，天舟四号装载了航
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空间应用领
域、货运飞船系统共计200余件（套）
货物，其中包括货包货物和直接安装

货物，携带补加推进剂约 750 千克，
上行物资总重约 6000 千克，将为神
舟十四号乘组3人6个月在轨驻留、
空间站组装建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等提供物资保障。

为保证货物安全快递到“太空之

家”，天舟四号采用货包、支架、贮箱等
多种货物装载方式，货物种类、数量可
根据空间站需求动态配置。同时，还具
备承担空间站姿态轨道控制、并网供
电以及空间站遥测、数据传输支持、空
间科学实验等任务的支持能力。

看点二：为空间站带去哪些“大礼包”？

要在茫茫太空中将“时鲜货”送达，
天舟四号需“万里穿针”，与空间站精
准、安全、可靠对接，实现“太空之吻”，
这对货运飞船的对接机构是一场考验。

承担对接机构分系统研制的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相关设计师介绍说，
我国空间站的建造犹如“搭积木”，而

连接起各个舱段的“关节”正是对接
机构。在对接机构设计之初，设计师
就充分考虑到了未来空间站建造需
要适应8到180吨各种吨位、各种方
式的对接。

对接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对接能
量，给对接机构的缓冲耗能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为了让两个重量级的航
天器在对接时可以“轻盈优雅”，设计
师们通过大量的技术攻关和方案论
证，系统性地提出了可控阻尼的控制
思路，通过缓冲等措施，既不影响捕
获性能，又可以抵消撞击的能量，突
破了这项关键技术。

看点三：如何“万里穿针”精准实现“太空之吻”？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与天舟货运
飞船已是一对“老友”。航天科技集团
一院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
计师邵业涛介绍，本次是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第四次携手
奔赴太空，“太空快递小哥”与它的乘
客已十分默契，火箭总体技术状态也
趋于稳定。

为满足未来空间站的运营需

求，由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
的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对发射
前的流程进行了优化，将测试、发
射周期减少 4 天，由原来的 31 天缩
减到 27 天，这也是长征七号运载
火箭首次在一个月内完成测试、发
射。

本次任务中，火箭共有发射前流
程优化和可靠性提升等17项技术状

态变化。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总指挥孟刚介绍，将火箭测
试、发射周期减少4天是长征七号遥
五运载火箭的一项重大流程改进任
务，这不仅挑战着火箭的综合性能，
也考验着发射队员在高强度工作环
境下的应变能力，火箭的各个分系统
必须同时开展流程优化工作才能达
到最终目标。

看点四：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有何变化？

根据任务安排，发射天舟四号货
运飞船后，6月将发射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10月发射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空间站
的三个舱段将形成“T”字基本构型，
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在轨建造。之后还
将实施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据介绍，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
号两个乘组均由三名航天员组成，都将

在轨飞行6个月，并将首次实现在轨乘
组轮换，实现不间断有人驻留。两个乘组
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轨驻留5到10天。

“今年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
工程将转入为期10年以上的应用与发
展阶段。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
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航天员要长期在
轨驻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和维护。”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说。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工程的综合
能力和技术水平，我国还将研制新一
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其中，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
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可以实现重复
使用；新一代载人飞船综合能力也将
得到大幅提升，可以搭载 7 名航天
员。另外，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
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看点五：何时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

▲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拍摄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与
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示意图（5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5月10日凌晨1时56分，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四号货运飞
船腾空而起。新华社记者 胡智轩 摄

据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 记者
从5月10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期上海
在流调中发现一些阳性感染者是来自
防范区的流动人员。为了尽快消除隐
患，上海将增加防范区的核酸筛查频
次。在本周内（5月8日至14日），上海
各区至少对防范区开展2次核酸检测。

上海市卫健委在会上同时表示，核
酸检测是实现“动态清零”的重要支撑
和关键措施。针对网上部分市民对核
酸检测结果的情况反映，开展对相关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调查，如果发现违
法违规问题，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
决不姑息。新华社记者 袁全 胡洁菲

上海将增加防范区
核酸筛查频次
开展第三方检测机构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