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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震荡走

低，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延续跌势，创业板指

跌近1%表现最弱，深成指失守万点整
数关口，盘面上超3900只个股下跌，通
信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43
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17只，无一
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
失守所有均线，两市合计成交5790亿元
环比略增；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
守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
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沪指日线MACD
指标出现死叉，盘中也回补了8月28日
缺口，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也继续刷新
年内新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轮从8
月4日开始的下跌，至今已经34个交易
日，一个更大级别的时间窗口已出现，
后市即便再跌也是买入机会。期指市
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加。综
合来看，尽管北上资金8月以来累计净
流出规模处于历史最高值，但随后无一
例外均快速大幅回补，由于外围消息面
落地，市场曙光就在眼前。

资产：周四按计划以24.18元均价
买入紫光股份12万股，之后以24.66元
均价卖出12万股。目前持有华创云信
（600155）99万股，越秀资本（000987）
50万股，紫光股份（000938）20万股，中
科 创 达（300496）6.5 万 股 ，酒 ETF
（512690）600万份，视觉中国（000681）
25万股。资金余额7393383.49元，总净
值36690433.49元，盈利18245.22%。

周五操作计划：紫光股份、视觉中
国、酒ETF、华创云信、中科创达、越秀
资本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9月21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收看“天宫课堂”第四课。新华社发

9月21日下午，“天宫课堂”第四课
在中国空间站开讲，新晋“太空教师”景
海鹏、朱杨柱、桂海潮为广大青少年带
来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航
天员首次在梦天实验舱内进行授课。

在约48分钟的授课中，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生动展示
介绍了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
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
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螺实验，
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授
课期间，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
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本次授课活动分别在北京、内蒙古
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
宁波设置了5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
生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

中国空间站与地球相距400公里左
右，如何保证授课图像清晰、话音稳定，
实现太空“传佳音”？

为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研
制人员在任务实施前仔细比对前期在
轨飞行数据，针对太空授课的飞行指令
和飞行状态开展精心设计和规划，设计
了两个舱段中继天线接力的数据传输
模式，保证直播信号不间断。

研制人员还设置了图像和话音设
备的工作状态，从而保证图像话音清晰
稳定，设置了整站网络状态，用以保障
系统网络通信稳定。

本次太空授课面向全球现场直播，
这就要求所有参加任务人员能够快速
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为及时应对直播授课时的各类场
景，研制人员精心推演、熟悉预案，一边
仔细梳理和识别可能的故障，一边推演
和演练预案处置流程。

此外，每一堂生动的太空课程离不
开中继终端高效稳定的通信保障。与
以往飞行器不同的是，神舟十六号飞船
上采用了具备三大优势的升级版中继
终端，中继终端上所有产品均按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西安分院目前最新技术进
行了优化升级。

之前发射的飞行器使用的中继终

端产品重量较重，研制团队借助最新工
艺技术，对产品进行小型化、集成化设计
之后，在原有功能和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升级版产品成功减重9公斤，产品集成程
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以前需要依靠产
品中的几个芯片共同完成处理的一项工
作，在对产品的数字处理功能进行大量
优化升级后，仅需一个芯片即可。

通信保障技术的日趋成熟，也让天

地互动进行得更加充分——
2021年12月9日，神舟十三号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
站内实现授课“首秀”；2022年3月23日，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太空教
师”再次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现场教学；
2022年10月12日，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
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为广大青少年上了
中国空间站里的第三堂课。 据新华社

记者从21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一届
航天医学前沿论坛”上获悉，我国已具备
航天员180天太空驻留失重防护保障能
力，航天医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对于
地面大众心血管、骨肌系统、神经退行性
病变、人类衰老、药物防护与筛选等研究
也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和技术平台。会
上，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张陆结合自己太
空驻留186天进行的医学防护保障及航
天医学试（实）验情况，进行了学术交流。

航天医学是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

重要学科，研究制约人类长期航天飞行
的健康问题，为航天员太空长期健康生
存提供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据中国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医学全国重
点实验室主任李莹辉介绍，他们聚焦微
重力、空间辐射等航天特因环境导致的
医学问题，研制了覆盖全任务周期的综
合对抗防护系统，实现了载人航天从短
期飞行到长期健康驻留的突破，我国空
间站失重防护技术总体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据新华社

我国具备航天员180天太空驻留失重防护保障能力

同步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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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伊始，“预制菜进校园”引发公
众关注。一些家长对预制菜的质量和
安全表示担忧。

网传江西赣州蓉江新区、深圳等地
部分学校食堂采用预制菜，但当地相关
部门和学校大都予以否认。

江西赣州蓉江新区社会事务管理
局表示，学生餐食由中央厨房统一配
送。配餐企业负责人称，每日采购新鲜
菜品，从未采购预制菜。

记者联系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多
所学校，校方均否认采用预制菜。“我们
教育集团的学校都是自营食堂，每天采
用新鲜食材，菜品都是现炒的。”一位不
愿具名的学校教务处主任告诉记者。

那么，预制菜究竟是否已大规模进
入校园？中央厨房配餐是不是预制菜？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目前进入校园
的主要是热链盒饭或供学校厨房烹制的
净菜和半成品菜肴，大都未使用加热即
食的料理包。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采
用中央厨房配餐，以“半成品”模式进入
校园食堂，也属于使用预制菜的范围。

尽管多地学校否认采用预制菜，家
长们仍顾虑重重。在“如何看待预制菜

进校园现象”的话题投票中，有超过
80%的网民选择“不赞成”，仅有不到
10%的网民认同。

家长反对预制菜进校园的理由，主
要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质疑预制菜的安全和质量。
不少家长担忧，预制菜中添加剂过多或
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不良，将给学生健
康带来风险隐患。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
所研究员张春晖认为，理想状态下，预
制菜在原料把控上可能更好；伴随技术
升级，企业大都会采用速冻锁鲜、天然
抑菌抗氧化、冷链配送等新技术。在这
种条件下，很多预制菜实际可以做到添
加剂减量添加，尤其是采用热链配送和

“双厨房”模式配餐的学生餐，不需添加
防腐剂。

张春晖说，实际操作中，难免会有
一些商家使用劣质食材、生产不规范、
卫生不达标、包装材料及冷链运输不过
关，导致食品不安全、菜品变质。

二是质疑知情权和选择权难以得
到保障。“涉及孩子长期健康的食品，是
否使用预制菜，学校必须公开透明，让

大家可以选择、可以监督。”家长胡女士
表示。

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
康管理规定》强调，学校在食品采购、食
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重大事项上，
应以适当方式听取家长委员会或者学
生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意见，保
障师生家长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监督权。

江西赣州一些家长反映，当地启用
中央厨房配餐模式前，学校并未征求家
长意见，这意味着配餐方并未向家长充
分告知其菜品生产方式，至于配餐是否
为预制菜，家长们无从知晓。

“现阶段预制菜进校园仍需谨慎。”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认
为，统一配送模式下，学校对食谱的调
整空间较小。配送公司出于盈利考虑，
会尽可能压缩成本，选价格便宜的蔬
菜，或通过大规模采购单一品种蔬菜来
压价。在情况允许下，应给予学校更充
分的食材购买权和餐食供应权，教育监
管部门加强食材抽检和财务管理。

据新华社

太空“打乒乓”能有多奇妙？
中国空间站第四次太空授课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等

“预制菜进校园”争议的背后

农产品争执加剧
波兰总理称不再军援乌克兰

连日来，波兰与乌克兰围绕乌农产
品销售的争执愈演愈烈。波兰总理马泰
乌什·莫拉维茨基20日在波兰媒体上
称，波兰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
基19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一
些欧洲朋友”在政治上“表演团结”，但
现在站到了俄罗斯一边。尽管泽连斯
基没有点波兰的名，波兰外交部20日
召见乌克兰驻波兰大使，提出“强烈抗
议”，强调“在国际场合向波兰施压或
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不是解决两国争
端的合适方式”。

去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波
兰展现对乌方的坚定支持，提供武器
装备，并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乌军
援的主要运输通道。

然而，由于乌克兰农产品在波兰
销售一事，两国间矛盾愈演愈烈，裂痕
加深。

俄乌冲突导致乌克兰农产品经黑
海的出口通道受阻，转而由陆路经欧
洲国家外运。波兰等东欧国家认为乌
克兰过境农产品在上述国家销售，损
害当地农民利益。欧盟委员会5月宣
布，暂时限制乌克兰的小麦、玉米和油
菜籽等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
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五国自由交易，仅
可过境。这一禁令后获延长，本月15
日到期，欧盟决定不再延长。

波兰、匈牙利等国则坚持继续执行
这一禁令，引发乌方不满，把争端诉诸世
界贸易组织，并威胁将限制波兰农产品
向乌克兰出口，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莫拉维茨基20日接受波兰卫视
新闻频道采访时警告乌方，“如果继续
把争端升级”，将会禁止更多乌克兰农
产品在波兰销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