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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航天乘组带来哪些惊喜
随着 10 月 26 日神舟十七号的升空，“最年

轻航天乘组”开启了他们的太空征程。乘组由汤

洪波、唐胜杰、江新林 3 名航天员组成，是我国

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平均年龄最小的航

天员乘组。“最年轻航天乘组”给我们带来哪些

惊喜？

“最年轻航天乘组”显示了中国航天员培训体

系已趋成熟，科学高效。这是首次由第二批航天

员带领第三批新航天员执行任务。2021 年曾入

驻空间站的汤洪波，时隔短短 2 年之后，成为重返

“天宫”第一人，也成为现在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

务间隔最短的中国航天员。2020 年入选为我国

第三批航天员的唐胜杰、江新林，从“航天小白”到

开启太空征程，只有短短 3 年时间。

载人航天是集国家政治、军事、科技实力为

一体的高难度系统工程，涉及生物工程、机械制

造、精密仪器等几十个专业领域，需要完成航天

员选拔训练、医学监督和医学保障、飞船环境控

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研制、航天服与航天食品研

制、大型地面模拟试验和训练设备研制等多项重

要任务。航天员培训时间短、任务间隔短，既彰

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自信从容和效率提升，更意

味着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已经沉

淀在航天员培训的流程优化中。

“最年轻航天乘组”预示着中国深空探索将

大跨步前进，目标长远。他们承担的任务可不

简单。神舟十七号飞行任务将首次进行空间站

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以往的舱内操作及出舱

活动有很强可预见性，能在地面的各项训练中

事先模拟出现的难点和问题。而舱外维修作业

具有极高不确定性，故障和问题并非预设，要在

舱外正确高效解决实际问题，对航天员来说是

高难度挑战。当前，空间碎片日益增多，长期运

行的航天器难免受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前期

检查发现，中国空间站有轻微损伤，目前各项功

能、性能指标均满足要求。虽说是可修可不修，

但从面向空间站长期运行、验证技术能力出发，

舱外试验性维修还是要做。

把这样的重任交给年轻乘组，既是面向未

来 验 证 技 术 ，也 是 面 向 未 来 培 养 人 才 。现 在 让

更多年轻航天员执行高难度空间站任务，就是

为 未 来 载 人 登 月 等 深 空 探 索 任 务 奠 定 良 好 人

才 基 础 。根 据 规 划 ，我 们 将 在 2030 年 前 实 现 中

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推动载人航天技术由近地

走 向 深 空 。那 时 ，现 在 这 些 年 轻 的 航 天 员 也 都

年富力强，有精力、有经验，能更好地完成逐梦

苍穹、开拓人类生存空间的重任。

“最年轻航天乘组”还提示我们，民营商业

航天将有广阔发展前景。当前，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和载人登月任

务正式启动，正在为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的发展注入推进剂，提升我国航

天领域的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大河有水小

河 满 ，大 河 无 水 小 河 干 。航 天 国 家 队 越 游 刃 有

余，意味着技术越成熟，航天民间队越有开拓空

间。随着中国航天员培训体系的成熟，商业航天

员培训也提上议事日程。去年底中国探险协会

深空分会已发布《商业航天员等级评价及培训

规范》，其中借鉴了国家航天员选拔与训练技术

体系的成功经验。

“大航天时代”必将带动人类文明的大进步，

期待着更多普通人也能走进太空探险的那一天早

日到来。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中药材价格

进入上行周期，今年部分品种价格更是

同比翻倍，甚至翻 10 倍。中药材价格的

异常波动引发广泛关注。

河南许昌禹州市是中国四大药都之

一，在当地中药材集散市场可以买全国、

卖全国。禹州药业商会会长贾少伟告诉

记者，以往十元八元的甘草现在涨到几

十元，过去不同年份药材价格互有涨跌，

但在近 3 年里持续上涨。涨价幅度高、

延续时间长是这次中药材涨价的主要

特点。

存在资金炒作因素

据了解，当前中药材价格普遍上涨，

但涨幅最大的还是当归、黄芪、甘草等几

种常见的中药材。“西洋参今年跟去年相

比涨了七八十元，生意总体一般。”售卖

名贵药材的商户魏攀禹说。

禹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程书年表

示，造成中药材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但也存在“非正常”因素。

程书年认为，药材价格上涨，部分

原因是市场正常的供需变化。一方面，

随着中药知识的普及，人们的养生意识

增强，不少单位和个人通过购买中药材

制作养生保健产品，市场需求增多。另

一方面，国家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要

求越来越高，包括农残、重金属之类的

检测标准不断规范，中药种植成本有所

上升。“比如酸枣仁等小品种药材，产量

少 ，市 场 需 求 的 波 动 会 对 价 格 造 成 扰

动，这样的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程书

年说。

另一部分则是非正常因素。“此次涨

价的非正常因素主要是炒作资金的进

入。”贾少伟认为，这种炒作是提前布局

好的，虽然传统经营模式中就存在囤积

现象，但这 3 年涨价严重，炒家进入中药

市场囤积居奇是主要原因。

受炒作资金影响的药材有一个共

同特点——产地集中。贾少伟以猫爪

草 为 例 进 行 解 释 ，猫 爪 草 主 产 于 河 南

淮 滨 一 带 ，别 的 地 方 产 量 非 常 小 。 炒

作 资 金 从 产 地 购 买 囤 货 后 ，便 可 以 很

大程度上影响中药材定价。而产地较

为 分 散 的 中 药 材 品 种 ，则 不 易 形 成

垄断。

各方利益受损

中午时分，在禹州陇西大货店门前，

药商连亚栋正忙着给消费者称量药材。

连亚栋来这个市场已有 8 年，平常就在

店里负责销售药材，在记者采访的十几

分钟内，有几位顾客陆续进出店铺。“来

店里的散户和批发商都有，但主要还是

批发商，不过最近批发商要的量没以前

多了。”连亚栋说。

当问起药材价格上涨对生意的影响

时，连亚栋连连摇头：“价格上涨对俺没

啥好处。就是刚涨起来的一段时间会多

少挣一点吧，此后店里进货成本高了，销

量少了，利润也低了。”

近期，药商李骄阳像往常一样帮客

户拿货，但拿货的量却比之前少了三分

之二。他告诉记者：“往常给药店配送都

是一次十斤八斤，现在一斤一斤地要。”

中药经销商在高价的药材面前没有其他

办法，只能通过减少进货量来控制成本

开支，同时等待药价的回落。就像连亚栋

所说，“这没办法，俺掌控不住它涨价，也

掌控不住它降价，只能说以前一样货能

买 1 吨 的 钱 ，现 在 一 样 货 只 能 买 二 三

百斤”。

虽然大幅涨价集中在个别中药材，

但整个中药材市场都受到了影响。在红

色招牌居多的市场上，卉丰花茶的蓝色

招牌格外显眼，不过这里的生意却比较

冷清。药商李晓阳卖中药花茶 9 年了，

按照“高三年、低三年、不高不低又三年”

的 说 法 ，他 差 不 多 经 历 了 一 个 价 格 周

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晓阳表示：

“最近尽管有些药材降价了，但生意还是

不如往年。受中药高价的刺激，现在的

货周转都不快，相应库存也没那么多。

够卖就行，卖完再买。”

对于药农来说，短期没有经济损失，

但从长期看，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了市场

正常调节机制，最终种植户会面临更大

风险。

贾少伟分析，一方面，在没涨价的时

候，种植户的中药材已经被囤货的炒家

买走，种植户在其中没有多少获利。另

一方面，种植业有跟风心理，看到涨价了

明年药农就会多种高价药材，市场供应

增加了，价格下跌就会赔钱。

中药材价格上涨对药企也造成了负

面影响。尽管生产成本增加，但部分药

品在销售端价格涨幅受限，药品生产企

业也面临亏损的风险。位于禹州的华夏

药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强告诉记者：

“在中药材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也只能

通过减少进货量来减少亏损。”

多举措稳定价格

面对多种因素引起的药材价格上

涨 ，应 当 如 何 应 对 ？ 相 关 专 家 给 出 了

建议。

针对中药材的“非正常”涨价现象，

一方面，有关部门应积极出台有效举措，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约束引导中药材行

业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药材主

要产地与大型医药公司应积极作为，探

索建立大宗常用中药材储备机制，对冲

市场波动风险，做好中药材的战略储备。

药农是中药材的生产者，也是中药

材产量的直接决定者。只有保障了药农

的权益，才有望维持中草药行业的良性

发展。专家表示，应鼓励种植户扩大中

草药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摆脱

目前相对粗放的格局。同时，国家层面

可探索搭建数据平台，通过收集分析大

宗药材主产地种植成本、市场需求等相

关数据，及时发出预警提示信息，引导药

农合理规划种植面积，避免供需变化引

起价格大起大落。

此外，程书年还建议，加强对药农利

益的保障应当从普及种植保险入手，解

决药农对购买保险的抵触心理。“目前已

经有保险公司针对中药材种植推出了相

关保险产品，但部分药农一听要交钱，就

担心一旦没有灾害保费就白交了。”程书

年认为，有关部门应当研究种植户的心

理特点，从合适的角度加强对种植户的

宣传，提高药农的保险意识。同时，应当

优 化 当 前 的 险 种 设 计 ，切 实 保 障 药 农

权益。

多因素引发中药材价格上涨

张家界给外国游客“种草”
本报记者 谢 瑶

“山峰耸立在云雾之中，美得无法形容。”10 月

4 日，来自韩国观光团的游客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

源景区用相机定格云雾缭绕的峰林美景后发出赞

叹。中秋国庆假期，张家界迎来了旅游热潮，8 天假

期，武陵源景区、天门山景区、张家界大峡谷景区、茅

岩 河 4 个 主 要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27.41%、284.77%、87.59%和 157.68%。其中，来自韩

国、越南、泰国、美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

客流连奇峰秀水间。

今年，随着韩国、越南、泰国等多条国际航线的

陆续复航以及入境旅游市场奖励等政策的出台，张

家界入境旅游复苏迎来喜人态势。据统计，今年上

半年，张家界共接待入境游客 1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16.77%。

作为传统旅游城市，地处内陆的张家界为何在

重启入境游后快速复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与

张家界对外国游客的各式“种草”密不可分。

今年是张家界旅游全面复苏年，当地把入境旅

游恢复放在全市旅游复苏工作的重中之重，进行了

全方位、多举措、创新性的旅游营销。今年 3 月，张家

界市组团赴泰国曼谷和芭提雅、越南河内和胡志明

市、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等地开展旅游招商营销

活动；5 月和 6 月，组团赴香港、澳门推介文化旅游项

目；8 月，张家界组团赴英国、瑞士、奥地利开展文化

旅游推介和“圈粉”引客活动⋯⋯“走出去”向世界各

地分发“张家界名片”的同时，张家界还热情主动把

客人“请进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张家界共

邀请越南、泰国、韩国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旅

行商来考察踩线。

6 月，张家界出台《2023 年张家界市旅游市场营

销奖励实施方案》，突出入境旅游接待奖励、国际会

议奖励、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奖励。其中，入境旅游

接待奖励标准由原来的每人 20 元提高到 30 元，在国

际及地区航线航班奖励中，设置了开航及运行奖、恢

复历史航班奖、航空物流奖等奖项。旅游从业人员

纷纷表示，政府真金白银的补贴和一系列有力举措，

极大地提振了旅游从业者拓展境外客源市场的士气

和信心。记者从张家界市导游协会获悉，2022 年以

来，张家界导游从业者加速回归，如今一线持证导游

已达 7000 多人，基本恢复至 2019 年水平。

与此同时，张家界市组织开展的一系列“国际

范”的“旅游+体育”“旅游+文化”“旅游+音乐”等营

销创意活动，更是增添了入境游的吸引力，也成为张

家界打开国际市场的重要推手。从第二届世界遗产

摄影大展到第六届国际旅游诗歌节，从 2023 年中国

入境旅游国际旅行商张家界旅游推介会到“一带一

路”国际文化旅游交流考察团，从黄石寨高空扁带赛

到举办了九届的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一个个

带有“国际”字样的“旅游+”活动和百花齐放的旅游

新业态精彩纷呈，将张家界文旅的“草”种在越来越

多海外游客的心里。

“9 月 14 日，我们承接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12

人的大型旅行团，开启‘阿凡达仙境’之旅。在武陵

源天子山、十里画廊等景区游览时，听到的满是赞美

之词。”张家界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是张家界今年接待人数最多的境外团，多数

游客表示还要再来张家界。“目前泰国往返张家界的

航班上座率始终保持在 80%以上，越南包机上座率也

在 75%左右。”湖南盛世逸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

事长熊立艳介绍，自 4 月国际航线复航以来，已将

1 万多名境外游客引流到张家界，预计今年底可达

3 万人。张家界纳百利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张炜也表

示，韩国长期以来是张家界最大的境外客源市场，疫

情前韩国游客大概占入境游客总量的 60%，今年以

来，通过优化线路和丰富产品，“韩流”逐渐重现张家

界。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的黄锦城韩式烤肉店负责人

介绍，近 3 个月来每天接待韩国游客超过 200 人。

“张家界不是一天火起来的。近年来，张家界大峡

谷、七星山、七十二奇楼等现象级产品层出不穷，张家

界的旅游元素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日益完善。”54 岁的

张家界英文导游丁石彪投身旅游行业 33年，亲历了张

家界旅游的发展历程，他说，现在的张家界已经从一

座过去主要靠 5A 景区挑大梁的旅游城市，转变为以

5A景区为龙头、全域同步发力的城市旅游。

导游是外国游客接触张家界最直接的媒介，导

游的形象就是客人眼中的张家界形象。为进一步擦

亮“国际张”金字招牌，张家界正在开展“铁腕治旅”

行动，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环境，努力打造“放心旅游、

舒心旅游”国际旅游目的地。9 月 27 日，张家界推出

又一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举措：启动“旅游服

务质量提升行动”，发力提升旅游景区服务质量、提

升旅行社服务水平、优化旅游住宿服务、规范在线旅

游经营服务、优化旅游交通服务、规范旅游购物、加

强旅游人才培养、增强旅游市场治理能力、强化旅游

市场信用监管、完善智慧旅游平台服务功能等 10 个

方面，提升旅游目的地美誉度和游客满意度，推动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月 26 日，巢马城际铁路安徽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正加紧建设。巢马城际铁路

是沪汉蓉快速通道合肥至上海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铁路的建设，对进一步完善区域

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张明伟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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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湖南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天子山峰林

间云雾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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