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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九九届届中中央央第第一一轮轮巡巡视视开开始始
将对山东等30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做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

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
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河北、
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福
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
海南、四川、贵州、宁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
部、海关总署、国家体育总
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国家统计局、新华社、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通

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公
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3 0
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开展常
规巡视。根据《中国共产党巡
视工作条例》规定，对第一轮
巡视省区涉及的沈阳、大连、
哈尔滨、南京、厦门、济南、青
岛、广州、深圳、成都等10个
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
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
人，一并纳入巡视范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
际强调，开展巡视工作，发现问
题是生命线、推动解决问题是

落脚点。要着力发现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领导干部腐
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干部不担当
不作为、违规选人用人等突出
问题。创新方法路径，做深做细
基础工作，高质量完成一届任
期内巡视全覆盖任务。强化整
改落实和成果运用，做好巡视

“后半篇文章”，督促被巡视党
组织落实整改主体责任，立行
立改、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对
整改不力的严肃问责。加强统
筹谋划，深化市县巡察，构建上
下联动的监督网，使巡视巡察
制度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
有效。

全国省级监察委
已经全部成立

另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传来重磅消息，截至目前，
31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已选举产生省级监察委
员会主任，这标志着全国省级
监察委员会已全部成立，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
大阶段性成果。

从党的十九大作出“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
全国推开”的决策部署，到2017年
10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到2017年11
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通过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决定，再到如今省级监察委员
会全部成立，短短3个月内，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重
大进展，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坚强有
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磅
礴伟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势，充分反映了各地
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不折不扣、坚定不移。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它长啥样？
六臂“变形金刚”
个头小但本领大

在卫星大家族里，“张衡
一号”是名副其实的小个头：
边长为１．４米的立方体，发射
质量约７３０千克。别看个头小，
它可是个载荷多、本领大、能
屈能伸的“变形金刚”。

２０１３年，国防科工局和财
政部联合批复电磁监测试验
卫星工程立项。作为我国地震
立体观测体系的第一个天基
平台，“张衡一号”卫星由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所属五院航天
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抓总研
制。

“‘张衡一号’有６根超高
收纳比的伸杆机构，２根铰链
式４根卷筒式。收拢时只有手
掌大小，展开后４米多。如此一
来，就让原本挤在一起的各种
载荷散开队形，互不干扰，各
取所需。”卫星机械总体设计
师刘江说。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武
器”多多，搭载３类８种科学载
荷：探测电磁场的高精度磁强
计、感应式磁力仪和电场探测
仪；探测等离子体的朗缪尔探
针、等离子体分析仪、ＧＮＳＳ掩
星接收机和三频信标机；探测
高能粒子的高能粒子探测器。

在近地轨道灵敏、稳定、
精确探测地球磁场变化，对卫
星本体电磁洁净度提出非常
高的要求。作为电磁监测试验
卫星，“张衡一号”研制中最大
的难点是让卫星相对于它的
科学载荷“隐身”起来。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
活。“‘张衡一号’打造了我国
新一代磁洁净平台，整星磁洁
净度达０．３３纳特，不到地球表
面磁场强度的十万分之一，几

乎把卫星本体无磁化了。”航
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周峰
总监说。

有啥作用？
虽然不能预报地震
但能推进地震科研

“张衡一号”是我国地球
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首发星。
国防科工局系统工程司赵坚
副司长表示，作为我国首颗观
测与地震活动相关电磁信息
的卫星，“张衡一号”的成功发
射是我国构建天空地一体化
地震立体监测体系的重要里
程碑。

“目前利用电磁监测试验
卫星尚不能直接预测预报地
震，主要用于地震电磁电离层
前兆信息研究，为未来建立地
震监测体系进行前期技术储
备，但我们探索地震孕育机理
的脚步不会停止。”赵坚说。

电磁与地震有什么关联？
地震是由地壳运动产生的一
种自然现象，地壳运动能切割
地球磁力线，或通过“摩擦起
电”产生电磁辐射。

早在１９６５年，苏联科学家
就发现了卫星电磁观测在强
地震前的异常现象，这一现象
被随后发射的多颗卫星反复
观测到。２１世纪以来，美国、法
国、乌克兰等国先后发射电磁
卫星，用于研究与地震、火山
相关的电离层变化及其机理
等。

为什么要发射卫星通过
天基平台进行监测？

我国地震地面监测网只
能获取非常有限的相关电磁
信息。而卫星监测覆盖范围
广，电磁环境好，动态信息强，
且无地域限制。

“‘张衡一号’弥补了常规
地面地震监测手段的不足，开

启了我国全疆域和全球三维
地球物理场动态监测新时代。
有了它，每年可以收集到全球
１０多次７级以上地震和１５０次
左右６级地震。卫星监测１年的
信息量，地面监测需要２０多
年，能够帮助科学家提高对地
震孕育发生规律的认识。”电
磁监测试验卫星工程首席科
学家申旭辉说。

何时交付？
在轨测试半年以后
将“转正上岗”

发射成功后，“张衡一号”
将迎来为期半年的在轨测试，
通过星地比测和国际联测的

“模拟考”检验数据质量，之后
在轨交付“转正上岗”。

“‘张衡一号’得益于国际
合作，星上装载有意大利高能
粒子探测器。各国科学家对

‘张衡一号’寄予厚望。接下
来，我们将推进数据共享和国
际联测方面的合作。”中国地
震局科学技术司（国际合作
司）司长胡春峰说。

亲临发射现场的意大利
航天局局长巴蒂斯通表示，

“中国的‘张衡一号’是一颗配
备良好、致力于获取空间探测
和地震活动之间关联性的卫
星。它将以极高灵敏度成为地
震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者。”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
与法国电磁监测卫星Demter
相比，‘张衡一号’增加了新的
电离层探测载荷和科学试
验。”法国Demter卫星计划首
席科学家米歇尔·帕罗特说。

“张衡一号”每５天实现对
地球上同一地点的重访。根据
相关发展规划，后续卫星正加
速立项，“张衡二号”卫星有望
于２０２０年发射。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２月２日电

2日，据新华社报道称，经党中央批准，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将对河北、山西、山东等30个地方、单位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视。同时，对第一轮巡视省区涉及的济南、青岛、广州、深圳、成都等10个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
会、政府、政协党组主要负责人，一并纳入巡视范围。

跳跳出出地地球球““看看””地地震震
我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升空

２日，我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颗以我国东
汉天文学家张衡名字命名的科学试验卫星，将在高度约５００公里的太阳同步轨上开展
全球７级、中国６级以上地震电磁信息分析，为地震机理研究、空间环境监测和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提供天基平台和新的技术手段。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工程副总设计师申旭辉告诉记者，摆在
科学家面前有三座大山：首先，地震事例太少，不足以帮助科学
家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和方法体系。“比如六级地震在中国每年
只能遇到三四次，七级地震在中国每三年才能遇到两次，这样的
数据连统计分析都不够。”申旭辉说。其次，地震科学研究的方法
和手段受到很多制约。地震发生在地下，科学家很难去地下看是
怎么回事，而地面的探测站点毕竟分散，很难把全球的地球物理
场搞清楚。此外，地震研究的基本理论本身起源于早期的牛顿物
理学，而如今物理学发展很快，基础理论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地
震研究迫切需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

如何跨越这三座大山？“无非上天入地。”申旭辉说，“地震是
地壳运动，这种运动会切割磁力线，造成磁力线的扭曲，我们可
以通过卫星捕捉这些信号，跟踪地震前兆。”

发射一颗卫星，跳出地球看地震，将突破许多地震研究的限
制。“在地面上，像青藏高原的极寒地区地震台网不能完全覆盖，
面积广阔的海洋我们也观测不到，但是卫星上天后，就可以不受
这些自然环境的约束，对全疆域实时观测。而且，地球和太阳之
间的作用力，对于板块运动及地震研究都有帮助，跳出地球看地
震，可以借鉴现代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的成果促进地震科学的发
展。”申旭辉说。 据中国经济网

地震预报究竟难在哪

2月2日15时5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

运载火箭成功将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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