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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培养人、发展人的重要途径，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
要方面。6月14至15日，在市职业教育中心携手淮南报业传媒有限
公司开展的劳动教育社会实践研学活动中，市职教中心 2021 级近
1200名学生识农具、体农耕、知劳动，在现场教学中学习农耕文化，于
动手实践中感悟劳动魅力。

此次研学是一场大型集体活动，市职教中心2021级18个专业所
有36个班均参与进来。在开营仪式上，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接过了
淮南报业社会实践活动专业辅导员的授旗，随后进行了集体宣誓，进
一步增强了大家的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

劳动第一课从识农具开始。“请你们班所有同学进入展厅，在10
分钟内辨认出10种农具，稍后我将一一为大家讲解这些农具的用途
和历史。”在焦岗湖影视城劳动教育研学基地，随着辅导员的指令，同
学们拿起研学手册快速进入农具展厅查看，但陈设的许多农具让很
多同学感到陌生，大家纷纷聚在一起讨论交流、认真记录。犁、耙、水
车、独轮车……在辅导员的现场讲解下，同学们在短时间内认识了多
种古老的传统农耕工具，了解到了这些农具的历史、用途、使用方法，
体会到了传统农具蕴含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脚踏泥土，头顶烈日，辅导
员们现场详细讲解犁和耙的使用方法，并让同学们分组进行体验。
随后，每组同学有的拉绳、有的扶犁或是坐上耙子，开始进入实际操
作环节。然而，听讲过程中似乎很容易的操作，在实践中要么拉绳时
发力不均，要么犁铲屡屡跑出地面，或是犁身出现歪倒，或是犁出的
沟深浅不一……经过不断总结、调整和更好地相互协作，同学们的实
操情况逐渐有了好转，实操过程让大家深深体会到了耕种的不易，也
深刻感受到了劳动者伟大的劳动精神。研学中，同学们还体验了传
统石磨磨玉米过程及鼓风机的使用方法。

“研学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进一步增强了大家
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也提高了大家的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
该校 21 级机电 2 班学生朱国君说道。21 级汽修 3 班赵健强同学表
示，“这次劳动实践活动，让我学到了不少农耕知识，感受到了传统农
耕文明的滋养力量。这些农具虽然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但每件农具
都浸染着古人的汗水，凝聚着古老的农业智慧，我们要向这些农具的
发明者们学习创新创造精神，为祖国的美好明天贡献力量。”

市职教中心教务科负责人王彦表示，此次研学活动是该校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劳动教育活动课程在立德树人中重要
作用的切实举措，让学生们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在课堂上无法学到的
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劳动技能和创新精神，激发了他们热
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情感，提高了大家动脑和动手相结合的能力，也
进一步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达到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全面育人的教育目标。

犁、耙、水车、独轮车……
探寻传统农耕文化 亲历劳作促进成长

本报记者 吴巍 摄影报道

6月15日13时30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二
号丁遥八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6A星等
41颗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刷新了我国一次发射卫
星数量最多的纪录。

执行本次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常温液体二级运载火箭，具有

“可靠性高、经济性好、适应性强”等特点，太阳同步圆
轨道运载能力达1.3吨（轨道高度700公里），可支持单
星、多星并联、串联、搭载等多种形式的发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长二丁火箭总设计师李建强介
绍，一次性将这么多卫星安全、顺利地送入轨道，首先
要解决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布局问题，不仅要保证“坐得
下”，还要“坐得舒服”。为此，研制团队梳理卫星的结
构和任务需求，挖掘潜能、优化布局设计，最终采取“38
颗卫星壁挂+3颗卫星侧壁”的搭载方式。

卫星“座椅”由多星适配器和下方的锥形支承舱组
成。为了便于星箭联合操作，4米高的多星适配器被分
成上下两个中心承力筒。“其中，38颗卫星绕中心承力
筒按列布置，并保证彼此间的安全距离——如此一来，
多星适配器就可‘座无虚席’，但如果为新增‘座位’而
一味增加承力筒的高度，‘乘客’在飞行阶段将会面临
难以承受的振动和颠簸。”李建强强调。

为了让41位“乘客”畅享舒适的飞行体验，研制团
队有效利用整流罩内的空间，让适配器下方的“乘客”
挪了挪“脚”，又在支承舱开辟出3个“专座”，使41颗卫
星都能顺利“上车”。

卫星数量越多，分离出去后在轨道飞行碰撞的风
险就越大。本次41颗卫星的“目的地”一致，如何确保

“乘客”安全顺利“到站下车”，并按照规定的分离方向
和速度精准入轨，是完成此次任务的关键。为避免“下
车”时出现拥挤碰撞的情形，研制团队巧妙设计“落客
方案”，让卫星依次有序分离。“每层‘乘客’为一组，将筒
状多星适配器上的38颗卫星分为6组，下方支承舱上
的3名‘乘客’作为第7组。此外，本发火箭配套10个反
推火箭，通过开启反推火箭拉开每组卫星间的距离，也
可以保证彼此之间分离的安全性。”李建强解释。

本次发射的41颗卫星均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研制，其中包含36颗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组网遥
感卫星。入轨后，这36颗吉林一号卫星将与已经在轨
的72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至此，吉林一号在轨卫星
数量增至108颗。

2015年10月7日，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的我国第
一颗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卫星成功发
射。到现在，吉林一号已建成全球目前最大的亚米级
商业遥感卫星星座。以吉林一号现有在轨卫星测算，
该卫星星座可对全球任意地点实现每天35至37次重
访，可为农业、林业、气象、海洋、资源、环保、城市建设以
及科学试验等领域提供更加丰富的遥感数据和产品服
务，对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射是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第76次发射，是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
187次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76次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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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一次性将四十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