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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4月25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23日
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
思想，全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面向战场、面
向部队、面向未来，提高办学育人水平和卫勤保障能
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

上午9时45分许，习近平来到陆军军医大学，首
先了解大学基本情况和战场医疗救治重点学科情
况，察看战伤急救器材和学员操作演示。陆军军医
大学有着光荣历史传承，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了
高原军事医学、战创伤医学、烧伤医学等鲜明特色和

优势。2017年调整组建以来，大学坚持姓军为战，
推进创新发展，出色完成军事斗争卫勤保障、新冠疫
情防控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习近平对陆军军医大学
建设和完成任务情况给予肯定。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陆军军医大
学官兵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强调，陆军军医大学是我军医学类高
等教育院校，是全军卫勤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要大力
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

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
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
康。

习近平强调，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党纪学习教育，持续深化
医疗卫生行业整肃治理，确保大学高度集中统一
和纯洁巩固。要狠抓依法治校、从严治校，严格教
育管理，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激发全校师生员
工干事创业积极性，齐心协力开创大学建设新局
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

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军医大学

新华社武汉4月25日电（记者 胡喆 侯文坤）未来四
年，我国计划发射三个“嫦娥”月球探测器。国际月球科研站
建设将按照两个阶段分步实施，计划2035年前建成基本型。

4月24日下午，在中国宇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
于武汉主办的2024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披露了国际月球科研站
有关情况。

依据“总体规划、分步实施、边建边用”的原则，国际月球
科研站建设将按照两个阶段分步实施，计划2035年前建成
基本型，以月球南极为核心，建成功能基本齐备、要素基本配
套的综合科学设施，开展常态化科学实验活动和一定规模的
资源开发利用；2045年前建成拓展型，以月球轨道站为枢纽，
建成功能完善、相当规模、稳定运行的设备设施，开展月基综
合性科学研究和深度资源开发利用，为载人登陆火星开展相
关技术验证和科学实验研究。

吴伟仁表示，作为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建设阶段的重
要任务，嫦娥六号将于近期实施发射，执行月背采样返回任
务；嫦娥七号将于2026年前后发射，开展月球南极环境与资
源勘察；嫦娥八号将于2028年前后发射，开展月球资源原位
利用试验。

据介绍，国际月球科研站由月面段、月轨段和地面段构
成，由能源动力系统、指挥信息系统和月面运输系统等基础
设施组成，具备能源供应、中枢控制、通信导航、地月往返、月
面科研等功能，可长期持续开展科学探测、资源开发、技术验
证等多学科、多目标、大规模科学和技术活动。

国际月球科研站是中国发起，联合多国共同研制建设，
在月球表面与月球轨道长期自主运行、短期有人参与，可扩
展、可维护的综合科学实验设施。未来，我国将打造“五五五
工程”，欢迎五十个国家、五百家国际科研机构和五千名海外
科研人员加入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共同建设和实施国际月
球科研站这一大科学工程，共同管理科研站设施，共享科研
成果。

四年三“嫦娥”国际月球科研站

基本型预计2035年前建成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顾天成 李恒）每年4月26 日是全国疟疾
日，当前全球疟疾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家疾控局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
止疟疾再传播，持续巩固消除成果”。

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的通知明确，我国每年仍有大量输入性疟疾病例报
告，危重症及死亡病例时有发生，再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各地要充分认识输入
性疟疾防控对于巩固我国消除疟疾成果、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加强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工作。

反复寒战、高热，多种并发症同时发作……疟疾是一种由寄生虫引起的威
胁生命的疾病。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除疟疾。

全国疟疾日聚焦“防止疟疾再传播”

新华社酒泉4月25日电 4月25日20时59分，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
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神舟十八号
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
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进
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活
动，开展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
域实（试）验与应用，完成空间站碎片防护加固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平台设备
安装与回收等各项任务。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
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2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18次飞行。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记者 李国利 黄一宸 刘艺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4月25日，搭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八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