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打造“3个链”

航天+旅游
园区升级改造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计划今年10月相继开馆；建设数字文化

馆、陨石馆；串联火箭厂房、卫星厂房等产业资源，打造工业旅游线路；与中旅集
团合作，推动航天主题乐园项目。

火箭链
文昌国际航天城与多家火箭龙头企业签订了产业投资协议，推动合作产业项

目落地，并同步谋划共性平台建设。

卫星链
打造卫星超级工厂，将传统航天生产模式与现代工业流水线生产相结合，

2025年前实现“单机进来，整星出去”，2027年实现“元器件进来，整星出去”。

数据链
充分发挥卫星数据汇聚优势、跨境服务优势等，积极推进航天数据跨境传输，

打造航天数据及产品服务进出口基地。探索建立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先行示范区。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者吴岳
文）5月28日，记者从第十二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技术融合专业赛暨第五届中国

航天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现场获悉，今年，

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实现常态化发

射。下一步文昌国际航天城将加强提升

商业航天大规模火箭发射回收能力，形成

“出厂即发射、回收即复用”的创新模式。

文昌国际航天城作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重点园区，是国家航天强国建设的

重要基地、航天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经过近4年的建设，文昌国际航天

城发展迅猛，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增幅，连

年排名海南重点园区的第一、第二位。”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副局长肖琳介

绍，文昌国际航天城园区基础配套设施

日趋完善。现阶段，已完成一百多亿元

基建投资；园区主干路全线通车，次干路

网已开工建设；产服中心已投入使用，众

创空间迎来园区企业陆续进驻；人才房、

商业办公等城市综合体项目部分楼栋已

封顶；学校、医院配套设施完善齐全。

2023年8月，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试运

行。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卫星总装

测试厂房、火箭装配厂房、遥感卫星应用

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投入使用。

文昌国际航天城与国家航天局合

作，设立海南卫星数据与应用研究中心，

打造我国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的主

渠道和国际重要的卫星数据与应用服务

集散地。

对于未来的发展，肖琳表示，将打造

科技创新高地，加快提升新一代载人航

天、重型可重复使用火箭等国家重大科

技工程保障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打造商业航天胜地，今年文昌商业

航天发射场将实现常态化发射，将加强

商业航天大规模火箭发射回收能力，形

成“出厂即发射、回收即复用”的创新

模式。打造航天产业集聚地，培育一批

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火箭链、卫星

链、数据链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打造国

际合作根据地，推进“数据出海”“卫

星出海”，推动宇航产品、卫星应用服

务“走出去”。

文昌商业航天将打开“新模式”——

火箭“出厂即发射 回收即复用”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者 吴
岳文）5月29日,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技术融合专业赛暨第五届中国航天

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文昌圆满闭幕。来

自智能制造、商业航天、前沿新材料、

高效能源等领域的“全国38强”同台

角逐。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项目3个、二等奖项目6个、三

等奖项目9个、“创业组优胜奖”“创新

组优胜奖”项目若干，8个单位获得

“优秀组织奖”。

本届赛事获奖项目覆盖战略性新

兴产业，聚焦航空航天、智能制造、

高效能源、前沿新材料、生命健康等

细分领域，开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和“卡脖子”技术攻关，集中呈现

了国内企业科技研发更强劲的核心技

术水准和更有效的市场化效率，部分

产品与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实

现了进口产品替代，有利于增强产业

链自主可控能力。

“从今年参赛的项目中，可以看到

很多都是涉及商业航天的新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新装备以及无人机、

人工智能软件系统等，它们都具有很

高的商业价值，有的已经小试牛刀，

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好的应用与反馈。

我相信将来这些技术都能够得到更大

面积的推广，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以及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作出贡

献。”中国工程院院士涂善东表示。

决赛期间，同步举办项目闭门洽

谈会、项目成果展等对接交流活动。

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就项目落地及

产业招商政策、投融资政策支持进行

了宣讲，多家企业与文昌国际航天城

管理局进行了深入对接，落地需求清

晰，合作意愿强烈，后续大赛组织方

将汇集更多资源，推动更多优质项目

落地文昌国际航天城。

南国都市报5月29日讯（记者刘子
榕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黄媛艳）随
着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以下简称运动会）的筹备工作逐渐进

入冲刺阶段，2024年民体杯全国民族武

术、押加比赛暨运动会民族武术、押加测

试赛将于5月30日至31日分别在三亚

学院和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办。届时，

将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支代表队齐聚

三亚，将献上一场激动人心的体育赛事。

民族武术竞赛项目有来自全国10

个省市38名运动员参赛，分为男子传统

拳术、女子传统拳术、男子传统单器械、

女子传统单器械四个类别。押加竞赛项

目有来自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47名运动员参赛，项目分为55公斤级、

61公斤级、68公斤级、76公斤级、85公

斤级五个类别，竞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由

各组优胜名次采用淘汰赛决出。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在进一步推动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锻炼

运动员、裁判员队伍，提高民族体育竞赛

水平。同时，也是本届运动会在竞赛组

织、后勤服务、场馆设施以及安全保障等

全方位的实操演练，为办好运动会积累

经验、检验场馆、锻炼队伍，做实保障。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运动会专门

成立竞赛委员会，按照竞赛工作方案组

织实施，主要做好竞赛运行、竞赛组织、

体展颁奖等相关工作。此外，做好赛事

期间氛围营造、宣传报道、赛场医疗救

护、安全保卫、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等工

作，全力以赴提升竞赛组织水平和服务

接待能力。

运动会执行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赛事活动以实战练兵为运动

会举办总结经验，进一步提升竞赛组织水

平和服务接待能力。

本次活动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运动会执行工作

委员会承办。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两项测试赛今日三亚开赛

聚焦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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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航空航天等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卡脖子”技术攻关

3个项目获一等奖

2024年2月1日，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在一号发射工位启动模拟箭吊装训练。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