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天宫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深入推进创

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强化战略科技
力量建设。

2021年是中国航天事业极速发展
的一年，随着天和核心舱完成在轨测
试、天舟货运快递安全抵达、航天员入
住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开启了有人长
期驻留的新时代。

对于四川航天而言，2021年也是
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位于成都的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七院七部（简称七院七
部）研制的物资管理分系统，经受住了
考验，得到了航天员的一致好评。作为
中国空间站15个分系统中“最年轻”的
分系统，物资管理分系统被大家形象地
称为“小管家”。

“小管家”把“天宫”管理得井井有
条，这些功能和设计是怎样实现的？日
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我和我的天
宫”系列报道组走进七院七部，为你揭
秘背后的故事。

货物五花八门
三大场景管理好

天宫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时
代后，货物变得五花八门，既有航天员
在轨生活所需的食品、服装、饮水、空
气、医疗用品等消耗类物资，又有科研
设施设备，只有管理好这些物资，才能
真正管理好太空家园。

“最初，我们调研了国际空间站的
物资管理，发现其缺乏成熟的体系，存
在找不到东西或找一个东西耗时很长

的情况。为了最大程度节省我国航天
员的时间和精力，大家决定研发一套物
资管理系统。”七院七部负责物资信息
管理软件系统开发的尹羿说，开发时主
要设想了3个场景：取用场景、转运场
景和清点场景。

取用场景，指的是货物从货船运到
核心舱后，航天员通过手机软件扫码取
货的场景。“就像我们在超市，拿到哪个
东西，只需扫码，就能将取用的物资记
录下来。”尹羿说。

转运场景更多涉及地面对物资的
规划布置，根据系统对物资情况的记
录，规划好航天员的吃穿用度。“比如航
天员这周要吃的食品、穿的服装以及卫
生用品，我们都要提前规划好，然后再
告诉航天员去哪里拿。”尹羿说。

而清点场景则是在物资大规模使
用后，由航天员对物资查漏补缺统一清
点，通过清点过程，可以发现漏掉的物
资和放错的物资。“通过这3个场景的

系统设计，地面工作人员可以清晰知
道，每类物资还剩多少，以及物资的特
定位置，从而指导物资补给，也可协助
航天员找一些急需物品。”尹羿说。

热门技术“搬”上天
找东西省时又省力

借鉴现代物流所涉及的物资管理
系统，在太空中运用了哪些新技术？

“在地面仓库找货物很方便，但在
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下，大部分活动耗时
都较长，因此需要运用RFID技术将流
程变得更简洁。”尹羿说。

据了解，RFID技术作为时下热门
的自动识别技术，使物体之间可以通过
无线电波不接触快速交换和存储信息，
被广泛应用于物流管理、门禁管制等领
域。“手持RFID读写器，进入一定范围
内，读写器就会告诉你，这个货包在附
近，这对于去寻找和录入位置有差异的
物品十分有效。”尹羿说。

虽然这项技术在地面已成熟运用，
但“搬”上太空却面临不少挑战，光软件
就更新了10个版本，一些硬件技术也
因为在空间站运用而要求更高。“设备
需要的抗干扰能力要强，电池也需要经
历严格实验确保使用安全性，还有一些
元器件需要小型化。”七院七部负责电
气总体设计的谭平说。

未来运用智能技术
解放航天员的双手

目前，中国空间站里的物资还需要
航天员手动进行记录整理，但设计师们
已经在考虑，下一步运用智能识别技术
自动对物资进行扫描统计，这项技术的
应用将最大程度解放航天员的双手，从
而让航天员能更专注于其他工作。

谭平介绍，现在这项技术运用在空
间站里主要受限于两点：首先，智能识
别需要准确认识各类物品的图像，而区
别于地面常规物品的识别，空间站涉及
的物品都不是常见的，缺少成熟的算
法，所以需要更多的机器学习过程；其
次，空间站舱内一些位置灯光较暗，加
上摄像头的成像和视野问题，也会对图
像识别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未来最理想的情况是，航天员吃
完一顿饭，系统能自动识别读取到你消
耗了哪些物资。航天员还可以通过语
音识别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寻找物品。”
谭平说。在他看来，随着未来空间站承
担的科研任务越来越多，“小管家”会越
来越繁杂。

吴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邹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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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省长黄强代表
省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从十个方面对
2022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

“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
展”“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优
势”“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报告中
出现的热词，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讨
论。大家纷纷表示，要万众一心、砥砺
前行，加力加劲扎实工作，为推动新时
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夺取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胜利贡献更多
智慧和力量。

全面提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万亿台
阶”，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去年四川“成绩
单”相关内容让全省干部群众倍感振奋。

不少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开局之年
的良好态势让人干劲十足、信心满满。

“今年，我们将坚持‘稳’字当头、
‘干’字发力、‘实’字为要、‘快’字争先，
集中力量推进追赶跨越‘十件大事’，倾
情倾力办好民生改善‘十件实事’，奋力
推动资阳高质量追赶跨越。”省人大代
表、资阳市市长徐芝文对“着力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势见效”这句
话大有感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提速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工作打算。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交通连接非常重要。”泸州市交通运输
局副局长陆曹蓉表示，“紧邻重庆，泸州
提出‘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在‘东
翼’片区将突出轨道交通和内河航运优
势，加强与重庆毗邻地区互联互通、共
建共享，推动‘东翼’加快融‘圈’。”

达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蒋波说，该
市将构建以达州为中心，畅达东西、贯
通南北的综合交通通道和四向通达、全
域开放的对外经济走廊，加快建成“货
畅秦巴、物通四海、誉达八方”的交通物
流中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极核主干
功能再提升”“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再加
力”等工作重点。

成都都市圈建设，今年将提速。四
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尹宏说，今年将采
取“清单制+责任制”方式，梳理形成年
度重大项目清单、重大事项清单、重要
会议活动文件清单，围绕优化都市圈发
展布局、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提升
开放合作水平以及共享公共服务便利
等方面发力。“我们将回应群众新需求
企业新诉求，全面完成同城化‘起步期’
各项目标任务，为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
暨成都都市圈建设迈入‘成长期’奠定
坚实基础。”

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

“聚焦清洁能源产业”“聚焦清洁能
源支撑产业”“聚焦清洁能源应用产
业”……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加快发展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的强烈信号。

听完报告，自贡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朱柱对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更有信
心：“自贡将依托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
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全国首家碳中和技术
创新中心，致力于氢能发展重大技术开
发应用，打造氢能装备制造产业先行区，
加快建设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我们要大力推进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持续加大投资力度。
在稳健扩产的同时，保持激进创新，继
续引领高纯晶硅领域的技术进步。”四
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周找
到发展的重点。

“雅安提出加快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绿色产业发展高地，让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更加多元高效。”雅安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雪松说，接
下来，经开区将围绕以锂电材料为代表
的先进材料产业等，完善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加快建设成雅碳中和产业创新
示范区。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8日下午，一场村播助农“年货节”

活动上，巴中市通江县涪阳镇中码头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永乾第一次当上

“主播”，为特色农产品“代言”。
听到报告中提到“大力推动现代农

业发展”，张永乾满身干劲，“我们村120
个食用菌大棚刚建成，今年特色农产品会
更多。”同时，他计划在村里培养一些带货

“主播”，进一步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
报告中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培育壮大脱贫地区乡村特色
产业”等工作重点。这让与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的省人大代表、宣汉县龙泉土
家族乡罗盘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太难掩
激动，“我们计划发展太白贝母、土党参
等中药材，争取让村民以较低劳动强度
获得更高收益。”他还打算修建中药材
深加工厂，延伸产业链，并利用罗盘村
位于巴山大峡谷景区核心区的区位优
势，发展民宿和旅游。

听完报告，省人大代表、石渠县委书
记罗林则深感责任重大。近年来，石渠
县实施退牧还草、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
工程，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未来，我们将
更多地争取建设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机
遇，利用良好的生态底色，做好生态旅游
业、生态畜牧业、生态中藏药业发展，更
多地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获利。”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宁宁 薛维
睿 兰珍 范芮菱 钟帆 肖莹佩 袁城霖
吴忧 秦勇 王晋朝

我是“天宫”小管家
——揭秘中国空间站物资管理分系统设计团队

四川干部群众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加力加劲工作 信心百倍求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