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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21日表示，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已连续 12 年成为

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也是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中国前三季度外贸数据近日出

炉。从进口看，1 至 9 月，中国进口

近 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2.6%，规

模创历史新高。从国际看，据世贸

组织最新数据，上半年中国进口国

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 0.7 个百分点

至 12%，贡献了全球 15%的进口增

量。

束珏婷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进口，推动

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

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

家的市场。

束珏婷说，中国将继续秉持开放、

合作、团结、共赢理念，充分发挥进博

会等开放平台的促进作用，加大国家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力度，

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各国一道，在开放

中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推动世界经济

复苏增长。

中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新华社海口 10 月 21 日电 日前，

海南省教育厅出台《海南省初中学业

水平体育科目考试方案（2021 年修

订）》确定，自 2022 年起，调整中考体

育科目考试方式为必考+选考，除跑

步这一必考项目外，增加选考项目，游

泳、跳绳及三大球将逐渐被增加至选

考项目中，中考体育总分也将于2024

年起增加至60分。

方案规定，自 2022 年起，海南中

考体育科目考试改为必考+选考，必

考项目是指考生必须参加的考试项

目，选考项目是指考生从指定的多个

项目中任选一项作为考试项目，最终

得分=必考项目得分+选考项目得分，

计入学生中考总分。

其中 2022-2023 年体育科目考

试分值总分为50分，必考项目为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跑，分值 30

分；选考项目分值 20 分，三个项目分

别是坐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50 米

游泳。从 2024 年起，体育总分为 60

分，必考项目为男生 1000 米跑、女生

800 米跑，分值 30 分；选考项目为一

分钟跳绳、50 米游泳、足球、篮球、排

球，分值30分。

方案还提出，从 2025 年起，建立

每三年为一个周期的动态调整机制，

评分标准将视全省近三年总体考试成

绩的波动趋势予以适当调整，有效激

发学生运动兴趣、培养运动技能、促进

学生体质健康。

海南将游泳及三大球纳入中考

浙江上线电动自行车治理数字化系统
新华社杭州10月21日电 电动自

行车是绿色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也

是事关民生的“关键小事”之一。20

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联合17个省级

部门正式上线电动自行车治理数字化

系统，实现从生产、销售到维修、回收

七大核心环节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消防部门统计，近 3 年浙江由电

动 自 行 车 引 发 的 消 防 安 全 事 故 达

1861起。

“浙江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约 2500

万辆，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应对。”浙江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

省系统集成监管部门、市场主体、产品

质量等多方数据信息，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打造电动自行车治理数

字化系统“浙江 e 行在线”，从生产、销

售、登记、骑行、充停、维修、回收七个

环节入手，打通了公安、消防、环保、交

通、住建等十多个系统，集成了 22 项

业务，汇集了上千万条数据。

如生产环节打造“混合编码”应用场

景，生产企业根据车架号、蓄电池序列

号等唯一性标识对合格产品进行赋码，

构建“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责任可究”

的数字化监管追溯链；销售环节打造

“标配销售”应用场景，确保销售的车

辆、蓄电池等符合国家标准和CCC强制

性认证要求，有效防止“道具电池”现象。

不仅如此，“浙江 e 行在线”在骑

行环节打造“文明骑行”应用场景，实

现多种违法的精准监测和数据采集，

通过现场劝导、平台宣传教育等方式

有效规范骑行行为。回收环节则打造

“闭环回收”应用场景，与公安交管部

门同步数据，实现车辆注销、资源回收

闭环管理。

系统 10 月 8 日试运行以来，已有

200 余家企业生产的 526309 辆电动

自行车、67 家企业生产的 711278 个

蓄电池实施赋码，发放“码牌合一”的

数字化车牌126块。

鹤舞黄河源

近日，在位于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的三江源

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数只

黑颈鹤在此栖息觅食。黑颈

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主要栖息于海拔 25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原沼泽地、

湖泊及河滩地带，在我国主要

分布在青海、西藏、甘肃和四

川北部一带。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参考

消息》21 日登载美国《科学日报》网站

文章《金星上有海洋吗？》。摘要如下：

此前的研究表明，金星过去可能

是一个更宜居的地方，有自己的液态

水海洋。由日内瓦大学和瑞士国家

研究能力中心 S 行星项目领导的一

个天体物理学家团队研究了金星是

否真的有过更温暖的时期。发表在

《自然》周刊上的研究结果显示，情况

并非如此。

金星最近已成为天体物理学家的

重要研究课题。欧洲航天局和美国航

空航天局决定，未来10年对这颗距离

太阳第二近的行星开展不少于 3 次太

空探索任务。这些任务试图回答的一

个关键问题是金星是否曾有早期海洋

存在。

瑞士国家研究能力中心 S 行星项

目成员马丁·特贝特率领的天体物理

学家试图利用地球上现有的工具来回

答这个问题。利用复杂的大气层三维

模型（类似于研究地球目前的气候和

未来演变的模型），研究小组研究了金

星和地球的大气层如何随时间发展以

及海洋能否在这一过程中形成。

特贝特说：“由于我们的模拟，我

们得以证明，气候条件不允许水蒸气

在金星的大气层中凝结。”这意味着，

其温度从未低到足以让大气中的水形

成雨滴从而落在其表面。水只是作为

大气中的气体存在，海洋从未形成。

出人意料的是天体物理学家的模

拟还显示，地球本来很可能遭遇与金

星一样的命运。如果地球与太阳的距

离更近一点，或者如果太阳“年轻”时

像现在这样发出明亮的光芒，我们的

地球家园今天看起来会截然不同。太

阳“年轻时”相对较弱的辐射很可能让

地球冷却到足以凝结形成海洋的水。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日内瓦大

学天文学系教授戴维·埃伦赖希说：

“我们的研究基于理论模型，是回答金

星历史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石。但

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电脑上对此事作出

明确裁决。未来 3 次前往金星的太空

任务的观测对于证实或反驳我们的结

论至关重要。”

新研究：远古金星可能没有海洋

俄核潜艇成功试射
“布拉瓦”弹道导弹

新华社莫斯科 10 月 21 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21日发布消息说，正在白海海

域进行国家测试的“北风之神-A”级战

略核潜艇“奥列格大公”号在位于堪察

加半岛的库拉靶场进行了“布拉瓦”弹

道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导弹成功命中

预定目标。

关于此次导弹试射的具体时间，俄

国防部在消息中并未提及。

据塔斯社此前报道，“奥列格大公”

号战略核潜艇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国

家测试，11 月还将再次在白海海域进行

“布拉瓦”弹道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并

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入列俄海军。

由俄罗斯圣彼得堡鲁宾设计局研

发的“北风之神-A”级系列战略核潜艇

采用了更先进的舰载无线电设备和消

声降噪技术，其主要“威慑力”来自“布

拉瓦”弹道导弹。

“布拉瓦”弹道导弹由莫斯科热力

工程研究所研制，是俄最新海基三级固

体燃料潜射导弹，平均射程超过 8000

公里。有专家说，“布拉瓦”属于高精度

武器，它的误差仅在几米之内，其可用

于攻击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军事基地

指挥部和航空母舰等目标。

韩国首枚完全自主
运载火箭未能将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首尔 10 月 21 日电 韩国第

一枚完全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

号于当地时间 21 日 17 时（北京时间 16

时）在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宇航中心

发射升空，但火箭搭载的模型卫星未能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世界”号是三级运载火箭，总重

200吨，可将1.5吨级卫星送至距离地面

600 至 800 公里的轨道。根据韩国科学

技术信息通信部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

院发布的消息，火箭升空后一、二级分

离正常，整流罩分离正常，但第三级发

动机燃料提前耗尽，导致火箭搭载的模

型卫星虽然达到 700 公里的飞行高度，

但未能达到每秒 7.5 公里的飞行速度，

最终未能入轨。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示，虽

然发射留下遗憾，但作为韩国自主研制

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试验，其意义在于

执行了所有发射阶段主要任务并掌握

了核心技术。

韩国总统文在寅当天在罗老宇航

中心观摩发射过程并发表讲话说，虽

然很可惜没能完美实现目标，但首次

发射已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果。如果

能检查并弥补今天出现的不足，明年 5

月 的 第 二 次 发 射 一 定 会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文在寅还宣布，截至 2027 年将持

续进行 5 次“世界”号运载火箭发射，同

时更加大胆地向宇宙探索发起挑战，争

取到 2030 年利用运载火箭实现探月梦

想。

2013 年 1 月，韩国曾成功发射首枚

运载火箭“罗老”号，但“罗老”号并非完

全“韩国制造”，它的第一级由俄罗斯赫

鲁尼切夫国家航天中心制造，第二级才

是韩国研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