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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10月25日一早，长征四
号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冲上云霄，将海洋二号B星送入预定
轨道，这是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288次飞行，也是上海航天抓总研
制的长征系列火箭第100次发射。

如今拥有42名党员的149厂运
载火箭总装团队，为了保障试验任务
顺利完成，逐步开展“党员亮身份”

“党员责任突击队”等活动，涌现了
“双首飞”队长黄诚、新时代“航天英
雄”瞿德超等优秀党员。

深夜检查只为能听到
针落地的声音

196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向上海下达了人造卫星
及其配套运载火箭研制试验任务。12
月8日，上海召开了誓师大会。大会上，
将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和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的研制任务列为1970年上海市第
一号工程任务，代号“701工程”。

701工程之所以选择在上海，那
是因为上海有着优良的原材料、元器
件和工艺条件，有着可以借鉴的战术
型号研制成果。更关键的是，上海人
肯吃苦，有着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
卓越的精神。

一切从无到有，经过9个月的设计、
生产准备和试制，第一发“风暴一号”样
机总装出厂。1972年8月10日，“风暴
一号”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

1977年 9月19日，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工交组下发了决定新中华机
器厂（149厂前身）划归机电二局的
通知。1978年底上海新江机器厂13
名同志开始筹建运载火箭总装厂房
的工作。98名科技人员、工人、管理
干部和701工程人员一并划归新中
华机器厂，并搬迁到闵行。

至此，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上海
航天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登上了历史舞
台。总装团队从第一根管路协调到全
箭总装完已是半年有余。在最后的交
付测试之前，他们要对全箭进行一次
多余物滚动检查。在简陋的厂房里，
为了能够听到如同针掉落到地上的声

音，他们选择了在深夜里进行最后的
检查。午夜，运载火箭总装团队在箭
体前站成一排，如同镇守边防的战士
们。伴随着齿轮的运转，箭体开始缓
慢滚动，“俯首帖耳”的总装团队用心
去聆听这个世界上最“轻”的声音。

首飞党员责任团队成
“抢险队”核心人员

1988年 9月 7日长征四号甲运
载火箭，1992年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1999 年 5 月 10 日长征四号乙，
2006年4月27日长征四号丙，一次次
的首飞成功的背后有着奉献于第一
代运载火箭总装现场的航天人。完
成全部首飞任务的他们也已逾知命
之年，“80后”“90后”的注入让整个
团队有了新的活力，伴随着高密度的
发射任务，总装团队围绕重点项目打
造党员责任团队。

2015年 9月 20日，长征六号首
飞箭按预定窗口发射升空，将20颗
微小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拉开我
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投入使用的序
幕。在整个发射过程中，出征前成立
的“首飞党员责任团队”发挥了关键
作用，成为“抢险队”的核心人员。

9月19日临发射前30分钟，在指
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突然显示动力系统
抽真空管路压力出现异常。作为最后
撤离的“抢险队”——149厂总装团队
立刻进入了抢险状态。队长黄诚作为
党员，第一时间投入了排查工作。通
过仔细排查，在发现异常后的20分钟
内顺利完成了排故，但考虑到发射的
可靠性，发射日期依旧推迟了一天。9
月的太原卫星发射基地寒风刺骨，在
高达32米的升高设备上开始了发射
前状态恢复，再一次检查每一个环
节。在发射的那一刻，当星箭成功分
离时，每一位在场的航天人一时难掩
自己激动的心情，落下了男儿泪。

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
149厂培养了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实
战经验足、创新能力强、技艺精湛的队
伍，以党员为核心、青年为主体的航天
运输系统主力军快速成长，团队始终
保持着“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秉承

“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完成了从“十
年一发”到“一年十发”的高密度发射
转型。先后成功完成了“量子号”“墨
子号”“探月中继星”的发射任务，涌现
出一批“忠诚、传承、担当、创新、奉献”
的优秀航天人，推动了我国运载火箭
事业的高速发展，为实现“航天梦”“中
国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运载火箭总装团队助力上海航天抓总研制的长征火箭第100次发射

从“十年一发”升级为“一年十发”

运载火箭总装打造党员责任团队。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经
过长期探索实践，2005年上海率先提
出了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发
展思路。随着人口深度老龄化，社会
养老服务快速发展，2014年上海进
一步提出了建设涵盖“养老服务供给
体系、保障体系、政策支撑体系、需求
评估体系、行业监管体系”的“五位一
体”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从“9073”到

“五位一体”，上海不断构建和完善养
老服务体系的“四梁八柱”，积极探索
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的新思路、新模
式，为国家建立新型养老服务体系提
供了重要经验。

本市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根据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
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
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979年，
上海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15.48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0.2%，
成为我国内地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
的地区。截至2017年底，上海60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483.60万人，占
户籍总人口的33.2%；80岁及以上高
龄人口80.5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5.5%。

庞大的老年群体对权益保障和
养老服务有着巨大需求，对上海社
会养老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巨
大挑战。多年来，上海通过深耕细
作、创新探索，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效地满足老
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努
力构建健康、积极、和谐的老龄化社
会新格局。

为应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床
位入住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上海全面启动了养老机构建设，不
断增加养老床位供给，服务对象从

“三无”“五保”老人为主，扩大为社
会全体老人；90年代起，针对居住在
家中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独居老
人的“买汏烧”和就医、洗浴等难题，
上海开始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陆续开展了助餐、助洁、助浴、助医
等服务，满足社区老年人日常生活
的照护服务需要。

1992年，上海首次将送餐、定
期送医上门等为老服务项目列入
市政府实事项目，之后陆续将床位
建设、老年活动室建设、老年人日
间服务中心建设、助餐点建设、为
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养老
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存量养老机构
消防安全改造等项目列入市政府
实事加以实施，其中，“新增养老床
位”项目伴随着上海老龄化进程和
市政府实事发展，已经连续20年兑
现市政府当年对老百姓的承诺，成
为最“年长”的实事项目。一大批
涉老服务实事项目的完成，极大地
缓解了本市各项养老服务设施的
紧缺，吸引了一批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有效

推动了本市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供
给体系的发展。

在全国率先提出构建
“9073养老服务格局”目标

随着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
的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为更有效地
配置公共资源，更精准地提供养老
服务，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系统全面
发展，2005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
构建“9073养老服务格局”的目标，
明确了上海养老公共资源配置的比
重和养老公共服务投放的路径，也
为全国确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供
了重要借鉴。

其中，“9073养老服务格局”，是
指3％的老年人接受机构养老服务；
7％老年人可得到政府福利政策支持
的社区养老服务；90％的老年人在家
以自助或家庭成员照顾为主，自主选
择各类社会服务资源。到“十二五”
末，上海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
服务格局。

2014 年 4 月，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
干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结合上海养老服务发展中的新形势
新需求，对全市养老服务发展进行
了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提出了到
2020年要全面建成涵盖养老服务供
给、服务保障、政策支撑、需求评估、
行业监管“五位一体”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

上海探索“长者照护之家”
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本市规划推动养老服务设施建
设。2014年，市政府制订出台了《上
海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3-
2020年）》，明确指出了到2020年，全
市养老设施建设的总体目标、规模总
量、空间布局等；同时，各区结合区域
实际，编制了区级养老设施布局专项
规划，并按照规划逐年推进养老服务
设施的建设落地。市区两级规划为
上海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提供了顶
层设计和法制保障。

上海中心城区寸土寸金，新建养
老机构成本高、周期长，而老年人又
非常期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养
老。为此，上海探索了“长者照护之
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两种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长者照护之
家利用社区内闲置资源改造为小型
住养机构，一般300-500平方米，主
要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短期住养
照料、大病出院后康复护理、家庭喘
息服务以及入住养老机构前的体验
适应服务等。到2017年底，中心城
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的街镇已至少
拥有一家长者照护之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一般为 1000 平方米
左右，是包括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
料中心、助餐点、护理站或卫生站等
在内的“枢纽式”为老服务综合体，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托、全托、助
餐、助浴、康复、护理等一站式养老
服务。

上海从“9073”到“五位一体”模式：

为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