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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仍是白雪皑

皑。在海拔4700多米的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一

村，36岁的其美还在回味刚刚过去的、非同以往的藏

历新年。

“今年是我们大电网通电后的第一个藏历新年！

以前全乡一直都靠着风力发电和太阳能供电，用电

不稳定，功率大的家用电器没法正常使用。”其美高

兴地说，“现在手机随时可充电，过年新买了个电压

力锅，既能炖肉还可以煮米饭。”

2020年12月，总投资74亿元的阿里与藏中电网

联网工程投运，结束阿里地区孤网运行的历史，从根

本上解决了阿里地区缺电问题，改善了沿线近38万

农牧民用电问题。

这离不开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多

年的艰苦努力。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地广人

稀。为建设覆盖全区的“光明网”，近年来国网西藏

电力先后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4条“电力天

路”，为西藏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社区平措粉丝

加工合作社生产车间，负责人扎西先走到电动鞋套

机前套上鞋套，接着转过身来到电动洗手盆前洗手，

再用旁边的电动干手器把手烘干。车间内，从磨面

到成型、晾晒、冻干再到最后的包装，整个流水线，全

是用电。

供电质量的提高，不仅促进传统乡村产业发展，

还给群众带来稳定就业和收入。平措粉丝加工合作

社，解决了10多名群众的就业问题。“自2016年，启

用新的电气化设备后，粉丝的日产量从200斤涨到了

2000斤。”扎西说，“忙的时候我们还会请些零工，

150元一天。固定员工月收入3500元左右，入股群

众年底还有3万到4万元的分红。”

电力带来的生产生活巨变，老人有着更加深刻的

体会。“以前用河水浇地几个村要轮着来，后来村里

打了7口机井用上了动力电，再也不用轮着浇地，还

不用去河里挑水了。”72岁的巴桑在克松社区居委会

旁经营着一家茶馆，“油灯变电灯，煮饭用电锅，劈柴

用电锯子，电足了做什么都方便。”

2020年4月，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普拉村1

号安置点台变顺利合闸，标志着那曲市“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通电到户”工程

顺利通电，该村109户村民用上了放心电。

罗玛镇普拉村地处那曲市西南，平均海拔4520

米，交通闭塞。虽然当地居民搬入安置房已一年有

余，但新的安置点还没有接入大电网，临时用电措施

和光伏太阳能板只能勉强维持基本需求。

在了解到普拉村村民的用电困难后，国网西藏电

力有限公司那曲供电公司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面

加快建设并提前通电。

“十三五”以来，在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

作部和近10万名电力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依托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

建设，33个边境小康村供电建设项目、833个易地搬

迁扶贫点配套电力设施建设、4807个扶贫产业项目

接电任务先后完成。目前，西藏主电网已覆盖全部

74个县（区）。 ■ 据新华社 记者 刘洪明

据新华社电（记者 任沁沁 董瑞丰） 全球

多方合作、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望远镜——平方

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将于2021年 7月

开始建设，预计2028年将建成10%的规模并投

入观测。

中科院院士、SKA中国首席科学家武向平透

露，SKA已从概念设计转向工程实施。“巨眼”遥

望太空，将带来全新的宇宙信息，取得重大科学

发现。

据介绍，SKA两个台址各自位于南非及南部

非洲8国、澳大利亚西部的无线电宁静区域，将

分别由分布在3000公里范围内的2500面15米

到13.5米口径碟形天线、250个直径60米的致密

孔径阵列，以及130万只对数周期天线组成的稀

疏孔径阵列组成，其等效接收面积达平方公里

级，频率覆盖范围为50兆赫至20千兆赫。

SKA总部位于英国，是迄今国际天文学领

域最庞大和最先进的设备，将由全球十多个国

家共同出资建造、运行、维护和管理，是一部超

越国界的全球大科学装置。2019年，包括中国

在内的7个创始成员国正式签署SKA天文台公

约，2021年 2月成立了平方公里阵列天文台政

府间国际组织。

武向平介绍，未来10年，中国SKA科学团队

将围绕宇宙再电离探测，脉冲星搜寻、测时和引

力理论检验等10个科学方向开展研究和攻关，

在秉承国际合作开展大科学研究的前提下，确立

自己清晰的科学目标和发展路线图。

据新华社电（记者 任沁沁 董瑞丰） 被誉

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已发现300多颗脉冲星。今年4月1

日至5月15日，将向全世界征集观测项目建议，

7月20日公布评审结果，8月开始安排FAST观

测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FAST科学委员会主任武

向平在京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天眼”向世

界全面开放，彰显了充分合作的理念。

武向平介绍，FAST综合性能全球领先，极

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可以重现宇

宙不同时期的图像，探测信号最弱的脉冲星，不

断扩展观测样本的数量。

1967年，人类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直到50

年后，中国人才用自己的射电望远镜FAST发现

了第一颗新脉冲星。武向平期待，未来5年这一

数字能达到1000颗，甚至能找到银河系外的第

一颗脉冲星。

武向平还介绍，FAST脉冲星计时精度领先国

际水平4倍以上，有望在纳赫兹引力波这一全世界

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探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正迎来射电天文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

要利用这个宝贵的窗口期，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

为人类探索和认识宇宙做出贡献。”武向平说。

“中国天眼”已发现300多颗脉冲星
将向全球征集观测项目建议

据新华社电（记者 胡喆 董瑞丰）“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抓总研制的捷龙三

号固体运载火箭已完成立项，预计2022年进行

首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运

载火箭专家姜杰院士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姜杰介绍，“捷龙”系列火箭，是2019年中国

长征火箭有限公司面向商业航天发射市场推出

的系列固体运载火箭产品，包含捷龙一号、捷龙

二号、捷龙三号三型火箭。此前，捷龙一号火箭

已于2019年8月成功首飞，计划今年将再次完

成发射任务。

“捷龙三号固体运载火箭于2020年底完成

立项，预计2022年上半年采用海上热发射方式

执行首次发射试验任务。”姜杰说。

姜杰介绍，捷龙三号火箭是“捷龙”系列中箭

体直径最大、运载能力最强、整流罩包络空间最

大的一型火箭。火箭采用四级固体串联构型，箭

体最大直径2.64米，起飞质量140吨，500千米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1.5吨，配备直径3.35米

的复合材料整流罩。捷龙三号火箭瞄准即将到

来的商业卫星星座的大规模组网发射需求，具备

“一箭20星”以上的多星发射能力，可将单位载

荷的发射成本降至1万美元每公斤，有性价比

高、可靠性好、适应性强、履约周期短等特点，市

场竞争力强。

“捷龙三号火箭的研制立项将进一步完善中

国商业火箭型谱，助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目

前，研制工作已全面展开。”姜杰说。

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有望今年7月开建

“电力天路”
织起雪域高原“光明网”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农电工作部助力脱贫纪实

中国火箭“新兵”捷龙三号预计2022年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