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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一：新工位、新火箭、
新机制、新团队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的商业航天
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在首
发任务中呈现出四个“新”，即新工
位、新火箭、新机制、新团队。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天梁说，发射场的发射
工位位于文昌海岸，拥有更加广阔
的安全发射角度，地理优势得天独
厚。修建发射场的技术和管理团队
人员各司其职。“众人拾柴、目标一
致，才能把发射场高标准高效率地
建起来。”

记者了解到，此次首发任务中，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新型火
箭，在长征系列家族里首创 4米级
箭体直径，实现了大直径、大推力，
更有利于实现火箭的高性能。

这一火箭可根据任务需求适配
5.2米、4.2米直径构型的整流罩，支
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将开启
我国商业火箭新技术、新产业、新模
式、新业态的发展新篇章。

相比酒泉、西昌、太原和文昌航
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
首个企建民用的航天发射场，其任
务组织和管理运作采用灵活高效的
商业化机制，可以更好地聚集社会
创新力量。

例如，发射场技术区建成智慧
发射场系统，通过数字化信息、智能
化应用，将双工位等多个子系统整
合起来，实现资源集中管理和统一
调度；面对大量设施设备、特殊燃料
等并行交叉采购难题，管理人员将
传统配套保障供应模式改为市场化
竞价采购，提升了采购效益。

“我们的目标是走既有高效率
又有高效益的良性发展道路，助推
我国商业航天高速度高质量发展。”
杨天梁说。

看点二：实现商业航天里
程碑性突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火箭专家范瑞祥说，海南商

业航天发射场首次任务圆满成功，
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了
从0到1的突破，真正形成了执行发
射的完整能力，补齐了商业航天的
链条缺口，对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过去近
十年，我国许多商业卫星、火箭公司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唯独缺少商
业航天发射场这一基础设施，造成
了部分商业火箭、卫星“有劲儿没处
使”的现象。

范瑞祥认为，商业航天注重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扮演着发
展新质生产力、建设航天强国的重
要角色。尤其是经过数十年的航天
重大工程的带动，我国已经具备加
快开展商业航天工作的条件。

今年，商业航天作为“新增长引
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加速
发展“集结号”正式吹响。

“商业发射场可以高频次、高效
率执行发射任务，为广大商业火箭
和卫星公司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发
射平台。”范瑞祥表示，“这将促进航
天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助推我国商
业航天发展进入快车道。”

看点三：发射平台突破传
统技术模式

走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两
座耸立的发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
据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部部长葛立新介绍，这两
个发射工位可谓整个发射场技术创

新的典范。
在过去，一个型号火箭往往由

固定的发射工位来执行发射任务，
具有操作相对简单、稳定性高等优
点。而当前，我国商业火箭公司众
多，产品型号多样；如果“一个火箭
一个工位”，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葛立新说，此次执行首发任务
的二号工位，打破了“一对一”的传
统，创新采用“通用型”接口设计；发
射前后端设备并不固定，可以“模
块”更替，“对口”更换，让包括长征
十二号运载火箭在内的 19 个型号
火箭都能使用。

葛立新告诉记者，不同推进剂
种类、起飞重量、直径长度的火箭，
这一工位基本都能适应。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商业航天
发射场的一号工位，在设计上同样
进行了技术创新——取消了传统的
导流槽，采用高出地面3.9米的导流
锥，并通过发射台、导流装置和挤压
式喷水系统，共同实现高温火焰排
导和降温降噪，使整个工位建设周
期缩短了一半，同时攻克了“7天发
射、7天恢复”的难题。

看点四：组装、测试、转运
采用“三平”方式 提高火箭发
射频次

过去，我们通常看到火箭组装、
测试、转运都是“竖着”的。这种垂
直的方式，对发射场设施要求较高；
由于全程耗时较长，发射易受天气
影响；发射后工位受损较大，需要花

更多精力修复。
对于商业发射场而言，提高火箭

发射频次尤为关键。如何改变设计
来省时间、提效率？海南商业航天发
射场的答案是采用“三平”方式。

发射场二号工位项目经理边鹏
飞解释，“三平”就是火箭的组装、测
试、转运三个环节均在水平状态下
进行。火箭在技术厂房里“躺着”组
装和测试，随后载着卫星“躺着”转
运到发射工位后整体起竖，只需再
做一个简单测试，加注燃料后即可
发射。

范瑞祥认为，“三平”方式对于发
射工位的设施要求比较简单，不需要
吊装作业、垂直转运轨道、回转平台，
火箭在技术厂房时已经做好测试“待
命”，可以实现短时间转运和发射，工
位设施不需要再“大包大揽”承担很
多工作，发射后恢复时间较短，从而
提高发射频次，降低发射场的建设
成本。

此外，海南文昌近海气象多变，降
雨、雷暴、台风等多发，发射场采用

“三平”方式，更利于应对变幻莫测的
天气。

“这种新型发射组织方式，需要火
箭和卫星设计得更‘强壮’，此前在国
内尝试不多，现在已经成为商业航天
的‘共识’。”范瑞祥说，海南商业航天
发射场未来将持续提高单个工位的
发射次数，通过“三平”方式，最快可
能做到“今天转场，明天发射”，让发
射场的发射和使用效率更高。

（新华社海南文昌11月30日电）

零 的 突 破 ！
——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首发任务四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凯姿 宋晨

沉迷直播间，买一次就踩一次坑

两年前“入坑”后，陈女士的姥姥每天都会准时看直
播。花在直播间里的钱已有上万元，但保健品仍源源不
断地出现在家里。

“这款益生菌吃了可以杀肠子里的菌”，直播间内，
声称是“某三甲医院院长”的主播侃侃而谈，“有奇效”的
益生菌卖出698元两盒的价格。

上海的李樱（化名）也注意到家中老人的异常。68
岁的母亲每天要花4到6小时看直播，出门也要戴着耳
机、拿着手机，边走边看；从纳豆胶囊、复合硒片到小分
子纯肽，在直播间买的保健品越来越多。

近年来，老年人沉迷“养生”直播间、购买各类保健品
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不少保健品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每买一次就踩一次坑。”陈女士介绍，姥姥多次下
单的一款益生菌，包装与某知名保健食品几乎一样，但
实际是假冒的“李鬼”；查询另一款止咳保健品的配方
表，也发现其实不过是糖果。

在反复下单、花费不菲的同时，一些所谓的保健品
不仅没有功效，反而还会带来健康风险。

广东某三甲医院住院医师黄小婷（化名）介绍，“抗
癌”“降血压”“降血糖”是保健品“洗脑”中老年用户的

“三大法宝”；有患者听信直播间推销购买保健品后，擅
自停了降压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严重的话会带来
脑梗风险”。

2023年底，北京市海淀警方接群众报警称，通过直播带货购买了宣称具有保
健功效的“咖啡”，饮用后出现鼻塞、头痛等不良反应。公安机关会同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检测鉴定，认定该款“咖啡”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新型衍生物质成分。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研究会等机构近日发布的“三品一械”（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显示，虚
假宣传问题舆情数据高达30.5%，食品冒充保健品或药品违规宣传功效等问
题比较普遍。

制造焦虑打“温情牌” 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为规避审核和监管，一些企业开始转向更“隐秘的角落”。
记者了解到，一些知名平台会对进行直播的商家、商品进行资质审核，确

保合法合规。不少无良商家由此选择“转战”私域直播，在“小圈子内”对中老
年人进行“洗脑”式宣传。

所谓私域直播，一般是通过建立微信群或私聊发送直播链接，邀请特定人
群观看。“针对老年人的私域直播是暴利行业，只要给直播服务商钱就能开播，
审核相对宽松。”从事直播行业多年的冯萧（化名）说。

规避违禁词是另一种手法。直播过程中，一些直播间也针对平台监测总
结出相应“对策”。

冯萧表示，针对能触发平台审核的关键词，直播间也在不断更新违禁词，
甚至总结出一套词库，在口播时进行替换或拆分。

主播“麦琪啦”在直播中提到病症时，便会使用英文或故意拆分病名，如将
“尿毒症”说成“那个尿，某毒，某什么症”，用“CA”指代“恶性肿瘤、癌症”等。

为吸引“客户”、提升黏性，不少保健品直播会“环环相扣”设陷阱。
第一步是“拉人头”，通过线下引流方式拉人进群；第二步是“给价值”，通

过送奖品、发红包等方式“利诱”；第三步是“破防线”，通过制造焦虑、打“温情
牌”，让老人心甘情愿在直播间下单。

一名老人家属告诉记者，老人在线下买海产品时被拉进群，各种“福利”活
动让老人患上“网瘾”，感觉有奔头、有获益。“每天看完健康讲堂直播可以领5
毛8的红包，群里还有答题活动，答对的前三名可以获得牙膏等奖品。”老人家
属表示，讲堂和答题内容都与售卖产品相关，环环相扣进行“洗脑”。

直播间内，一些主播故意制造健康焦虑，称“不能靠儿女，儿女都是自私
的”“要懂得保健，开始保养起来”；同时，嘘寒问暖，早晚发红包。在情感攻势
下，老人们的防范意识逐渐瓦解，甚至更相信主播而非子女。

治理直播乱象 向虚假内容说不

“到底怎样才能有效打击？”“有什么办法能劝劝老人？”社交媒体上，不少
消费者发出感慨。

事实上，针对保健食品等“三品一械”的广告审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
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已有相关规定。

然而，直播活动中很难区分“商业宣传”与“广告”。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
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吕来明表示，“三品一械”直播内容是否构成广告，目前在法
律上的适用标准并不明确。由于直播内容是动态、实时、海量的，平台也难以
事前审查，只能通过技术手段监测或抽测。

记者从某互联网社交平台了解到，针对“虚假内容”，平台会通过新闻报
道、用户举报等渠道收集信息；建立“重点违规类型”的专属审核团队；同时强
化账号管理体系，持续治理低质、高危账号。

在吕来明看来，应对“三品一械”直播内容进行更严格的监管。是否将其
视为广告，应以其带来的社会影响为判断依据，特别是头部主播发布内容，应
按照广告标准，提高审核准入门槛，将保障公众健康安全放在优先位置上。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立志认为，市场监管部门要从非法生产、
销售等环节入手，加大对违规生产企业、直播间运营者及主播的处罚力度。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文凤建议，通过与平台开展技术协作，提升智
慧化监管水平，构建多层次执法体系。

黄小婷表示，公众对于健康知识有巨大需求，但在知识获取上存在一定壁
垒，应适应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强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消费者在选购
保健食品时，也要明确自身需求、咨询专业人士、选择正规渠道。

有专家指出，沉迷直播间问题背后，也凸显出老人的情感需求。子女和社
会应一起为老人在网络世界筑起防线。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直
播
间
保
健
品
乱
象
调
查

新
华
社
﹃
新
华
视
点
﹄
记
者

舒
静

杨
淑
馨

吴
文
诩

发射成功！
11 月 30 日 晚 ，在

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
射场——海南商业航
天发射场，长征十二号
运 载 火 箭 成 功 发 射 。
这是这一发射场建设
以来首次承担发射任
务，标志着我国商业航
天 发 射 场 实 现 了 从 0
到1的突破。

图为11月30日22时48分，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11 月 25 日，带货主播“麦琪啦”在直播间
销售保健品违规宣传一事引发关注。

近年来，直播间的保健品已成为消费者
权益受损的“重灾区”。不少老人“一边上
网，一边上当”，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和钱财，
也面临健康风险。

直播间售卖保健品有哪些套路？虚假宣
传 为 何 屡 禁 不 绝 ？“ 新 华 视 点 ”记 者 展 开
调查。

坑老套路。 （新华社发）

新华社利雅得 12月 1日电（记
者葛晨、陈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各方
将讨论如何修复土地退化和提升抗
旱能力、携手防治荒漠化并实现可
持续发展。专家指出，人类要防治
的是荒漠化，而不是要消灭天然的
原生荒漠。

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
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
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
地退化，包括土壤退化、生物生产力
降低等问题。

人类正面临严峻的土地退化问
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
处今年年初发布的公报显示，全球
每秒钟就有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
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退化的土地
面积达到1亿公顷。迄今全球已有
多达40%的土地退化，影响近一半
人口。

干旱和土地退化，不仅带来恶
劣的沙尘天气，增加沙尘暴、洪水和
山体滑坡风险，还会造成农业减产，
威胁粮食安全，导致水质和水供应
情况恶化并引发传染病，破坏生物
多样性，甚至引发暴力冲突，影响社
会稳定……

全球环境通过大气循环和水循
环等连为一体。健康的土地不仅为

人们提供食物、住所，也为全球经济
的繁荣提供支撑。相反，一些地方的
荒漠化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全球可持续
发展。因此，必须避免、减少和扭转
土地退化问题，加强防治荒漠化，并
且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得治。”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三
北工程研究院院长卢琦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

但相关专家也表示，需要注意的
是，防治荒漠化是让那些本不该是荒
漠的地方回归原有的景观和风貌，而
不是要消灭在地质历史时期自然形成
的原生荒漠。原生荒漠是一种具有很
多功能和价值的生态系统，与森林、
草原、湿地一样，是陆地自然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生荒漠生态系统不仅是抗逆
性植物（具有抵抗不利环境条件性状
的植物）集中分布的资源库，也是多
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还能平衡
地球温度、调节全球气候。比如沙漠
就是荒漠的一种类型，从沙漠中被风
吹到海洋的沙尘，是海洋中浮游生物
所需营养元素的重要来源，还能起到
中和海洋酸化等作用。如果没有沙
尘入海，海洋生态系统会受到不利
影响。

卢琦指出：“荒漠不是病，荒漠化
才是病。”

防治荒漠化
而不是消灭天然原生荒漠

记者 12 月 1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一证通查”查询名下互联
网账号服务新增接入今日头条、携程旅行、拼多多、饿了么、爱奇艺、
小红书、大众点评、贝壳找房、链家等 9 款互联网 APP，用户本人名下
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的可查范围扩增至25款。

（新华社发）

“一证通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