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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突破600万家。

这是记者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的。数据
显示，2024年1至8月，我国制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
健增长态势。东部地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
优势明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比最高。中部地区承
东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制造业企业数量增
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
国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31日，我国制造业企业
总量达到603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5.53%，其
中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的企业51.53万家，占制造
业企业总量的8.55%，与2023年底相比增长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387.2万家，占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64.21%。广东、浙江、江苏、
山东、河北等五省制造业企业合计339.05万家，占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113.39万家，占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的18.8%。2024年1至8月，中部
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6.97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
增长6.55%，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75.59万家，占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的12.54%。2024年1至8月，西部
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3.76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
增长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26.83万家，占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的4.45%。2024年1至8月，东北
地区新增制造业企业0.99万家，与2023年底相比
增长3.87%。

嫦娥六号表取月球样品
已分装成10份

在月球样品实验室，记者采访时看到，在月球样品存
储柜中，嫦娥六号的表取样品已经被分装到10个玻璃器
皿当中，每一个150克左右。

嫦娥六号的表取样品已经完成基本的分装制备。专
家介绍，表取样品从解封、分样到制备成可以用于实验的
小份样品，花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

相对于表取样品而言，钻取样品的分装工作难度更
大，预计还需要一两个月。记者采访时科研人员正在充
氮解封操作台内对嫦娥六号的钻取样品进行处理。

初步研究显示，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相比，由于它含
有的矿物成分不一样，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颜色要略浅
偏灰色。团队发现，嫦娥六号月球样品密度较低，表明其
结构较为松散，孔隙率较高。样品的粒径呈现双峰式分
布，暗示样品可能经历了不同物源的混合作用。与嫦娥
五号月球样品相比，嫦娥六号月球样品中斜长石含量明
显增加，而橄榄石含量显著减少，表明该区域的月壤明显
受到了非玄武质物质的影响。

研究发现，嫦娥六号采集的岩屑碎片主要由玄武岩、
角砾岩、粘结岩、浅色岩石和玻璃质物质组成。其中，玄武
岩碎片占总量的30%至40%，角砾岩和粘结岩由玄武岩
碎屑、玻璃珠、玻璃碎片以及少量的斜长岩和苏长岩等浅
色岩石碎屑物质构成，进一步揭示了样品来源的复杂性。

矿物学分析显示，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的主要物相组
成为斜长石（32.6%）、辉石（33.3%）和玻璃（29.4%）。此
外，样品中还检测到少量的斜方辉石，暗示了非玄武质物
质的存在。

进一步分析表明，嫦娥六号月球样品中的铝氧化物
和钙氧化物含量较高，而铁氧化物含量相对较低，这与月
海玄武岩和斜长岩混合物的特征一致。此外，样品中的
钍、铀和钾等微量元素含量显著低于克里普玄武岩，与阿
波罗任务和嫦娥五号任务获取的月球样品表现出了巨大
差异。

填补月背研究空白

嫦娥六号任务带回的1935.3克珍贵样品，来自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虽然这些月背样品还在前期分
装处理和初步研究阶段，但这些天外来客，就像是月球远
古时期的“信使”，已经让科学家可以第一次触摸式地探
究月球背面这片充满神秘的未知地域。

据了解，人类在探索月球的浩瀚征途中，此前共对月
球进行了10次采样，均位于月球的正面，包括嫦娥五号
样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只认知了半
个月球。

嫦娥六号采样点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
区域内。这片区域是月球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对于研
究月球形成乃至太阳系的演化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而且，这里也是月球上最深的陨石撞击坑，还有可能
采集到月球深部甚至是月幔的样品，为研究月球内部物
质成分提供第一手资料。

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不仅填补了月球背面
研究的历史空白，更为我们研究月球早期演化、背面火山
活动和撞击历史提供直接证据，也为理解月球背面与正
面地质差异开辟新的视角。

嫦娥六号月背样品展露真容
开辟月球研究新视角

今年6月25日下午，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顺利完成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样的壮举，带回了1935.3克珍贵样品。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返回时，月壤被封装在特制的、密封的存储罐带回地球。近3个月过去了，这些珍贵的天外来客已经完成解封。根据这些月背样

品，我国科学家近日发表了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研究的第一个科学成果。这些来自月球背面的样品究竟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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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六号
搭载来自欧空局、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

的4台国际科学载荷

嫦娥七号
已遴选6台国际载荷

嫦娥八号
向国际社会提供约200公斤的载荷搭载空

间，已收到30余份合作申请

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合作方面，目前，已有

1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和40余个国际机

构与中国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6 月 26 日，嫦娥六号返回
器开舱仪式结束后，科研人员
把月球样品容器放进保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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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嫦娥一号成功绕月，
实现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搭载着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
号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2010-2012
嫦娥二号实现对月球的高精度测绘、日地拉
格朗日L2点科学探测和图塔蒂斯小行星飞
掠探测

2013 嫦娥三号
携“玉兔”
号月球车
成功着陆
月球

2019 嫦娥四号
实现人类
首次月背
着陆巡视
探测

2020 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
采集1731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 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份
1935.3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

2026 发射嫦娥七号，
开展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

2028 发射嫦娥八号，
开展月球资源原位利用技术验证

2030 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

2035 建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嫦娥三号探测器地形地貌
相机拍摄的巡视器侧面图像。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
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
图像。

（上接第1版）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
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嫦娥”既是中国
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广
阔舞台，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力量。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
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
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
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境。希望航
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
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测等航天
重大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
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
观月球样品和“九天揽月·探月工程二十年”成
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清、吴政隆出
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
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
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嫦娥
六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
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定坚实
基础。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上接第1版）谋划重大生产力布局，既提出了总体
要求，也明确了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点，方
向明确、重点突出、路径清晰。人口发展与城镇体
系、基础设施、历史文化与山川形胜、用地布局等，也
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所需、湖北所能、群众所盼、未来
所向。这些依据湖北发展的基础条件、潜力空间作
出的科学谋划，进一步回答了如何让“该干什么的地
方干什么”，怎样让“能发展好的地方发展得更好”。

把握《规划》的精髓要义，实践基点是融会贯通、
善作善成。《规划》既体现了“有什么”“怎么看”的认
识论，又彰显出“怎么干”“干成什么样”的方法论。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在发展大势中明方向、在全省大
局中找定位，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
件，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整体联动，扎实推进，共绘

“一张图”，下好“一盘棋”。

完整准确全面
把握精髓要义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屡创佳绩，为推动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牢记“国之大者”，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不断增强核心功
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国有企业在艰难中探索，努
力做好与市场经济融合这篇“大文章”。一批面向市
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破茧而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
额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17.1万
亿元，利润总额从2012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
的4.5万亿元，规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国有企业强化公共服务和应急能力建设，目前提
供了全国近100%的原油产量、100%的电网覆盖、97%
的天然气供应量，建成运营覆盖全国的基础电信网络。

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累计上缴税费超过20
万亿元，上交国有资本收益1.5万亿元，向社保基金
划转国有资本1.2万亿元；坚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累计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超过千亿元。

月球样品。

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勇扛大国“顶梁柱”使命担当
——新中国成立75周年

国资国企发展屡创佳绩

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突破600万家

中部地区企业数量增幅最大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24日，第21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作为促进中国与
东盟贸易投资的重要平台，5天时间里，超3000家
企业将在一系列活动中“携手”继续做大双方经贸

“蛋糕”。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

贸易从2004年的8763.8亿元增至2023年的6.41
万亿元，年均增长11%，较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
快3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总值比重由2004年的
9.2%提升至2023年的15.4%。中国连续15年保持
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
大贸易伙伴。

今年前8个月，东盟继续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0%，快于中国外
贸整体增速4个百分点，占中国外贸整体的比重稳
定在15%以上。

20年超速增长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壮
举后，中国勇于挑战深空探测更艰巨的任务：从
更遥远的火星采回样品，探寻红色星球上是否
存在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

“这是极具技术挑战性、探索性的空间探索
任务，人类至今尚未实现过。”天问三号任务总
设计师刘继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世纪60年代，人类开始火星探索。迄
今为止全世界开展了40多次火星探测任务，实
现了对火星的飞掠、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
2021年，天问一号成功落火，这是中国首次实
现地外行星着陆，成为全球第二个成功着陆火
星的国家。

但火星取样返回地球，依然是人类待突破
的难题，中国天问三号任务正聚焦于此。

地月距离约38万公里，而地球与火星的平
均距离约4亿公里。“火星比月球距离远得多，
环境也更加复杂。”刘继忠介绍，受限于目前火
箭的运载能力，原先通过一次发射实现月球取
样，但在火星取样任务则需要两次发射。中国
计划2028年在海南文昌用40天左右的时间，
使用两枚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分两次发射天问
三号的轨道器、返回器组合体和着陆器、上升器
组合体。

然而，从火星取样返回的难点不仅是发射，
整个任务过程非常复杂，包括13个阶段，采取
就位和遥感等探测方式。“在技术上要突破火星
表面采样、起飞上升、环绕火星交汇、行星保护
等关键技术，为未来火星持续探测和应用打下
前期的技术储备。”刘继忠说。

生命痕迹探寻被列为天问三号任务的第
一科学目标。刘继忠说，太阳系内火星环境和
地球最相近，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
命是国际重大科学热点问题。其他的科学主
题还包括火星气候及其演变、火星地质及内部
过程。

天问三号一次任务所采集的样品有限，
因此对于在哪里采样整个研发团队开展了大
量研究，尽量寻找有可能富集生命痕迹信息
的候选点。经过充分论证，在克律塞平原和
乌托邦平原初步选定了候选着陆点。刘继忠
表示，将开展基于生命痕迹全链条要素的火
星样品研究和数据研究，保证样品拿得回、科
学有发现。

此外，天问三号任务将开展国际合作，搭载
中外科学家共同研制的科学载荷，中国还将与
全世界科学家联合开展火星样品和数据合作共
享研究。在一个更为长远的设想中，中国将联
合各国或科研机构开展火星科研站的使命与任
务定义、需求分析、概念研究、实施方案设计，以
及关键技术攻关等，共建火星家园。

从“嫦娥探月”到“天问探火”，中国在深空
领域的探索是一场接力赛。

“中国深空探测从月球到火星一步一个台
阶，前期已经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未来人类
登上火星将是必然趋势。”刘继忠说。

中国深空探测重大专项总设计师吴艳华也
表示，中国倡议建设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以及即
将开展的载人登月等一系列任务和规划也为更
远未来的载人登陆火星奠定基础。

从月球取样到火星取样

中国深空探索
迎更大挑战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电、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