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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四号乘组已在轨工作70天

航天员将首次太空行走航天员将首次太空行走

新华社成都8月14日电 记者14
日从成都彭州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截
至目前，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龙槽
沟“8·13”突发山洪灾害共造成 7 人
死亡、8 人轻伤。截至 14 日 13 时，经
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后，
无新增失联、伤亡人员；在院治疗轻
伤 1 人，目前伤情稳定。

据了解，自8月14日零时起，龙门
山镇共出动 260 余人对事发地周边
农家乐、住户进行人员排查。当日
早上 6 时起，彭州市再次集结 15 支
救援队伍 308 人，以及民兵 80 人、特
警 50 人，携带无人救生艇、潜水装
置、生命探测仪、卫星定位系统等专
业救援设备，对龙槽沟至湔江河道
丹景山河段开展三轮拉网式搜索，
将搜救范围扩大至事发地点沿河下
游约30公里。

截至目前，搜救排查工作已接近
尾声。遇难者家属善后工作也在有序
开展。

多位作家联合起诉知网侵犯原创作
者著作权一案，近日有了新进展。8月9
日，维权团队代表、作家陈渐表示，参与
诉讼维权的作家人数已增加到19人，总
索赔金额为 700 多万元。据报道，此次
共牵涉196家杂志，相关作家的作品有些
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知网收录，有
的是被杂志非法转载，也被知网不加选
择地收录。共涉及几千篇文章，时间跨
度最长的将近20年。

知网方面也对此表态，正着手解决
问题。8月11日，在北京海淀知网总部，
知网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肖宏接受媒
体采访，重点说了三方面内容：其一，此
前是以期刊为枢纽，采取集体转授权。
对于2006年前的文章，知网正在设法完
善作者服务平台来解决作者授权。其
二，文字作品在网络传播的稿酬标准尚
不明确，这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
三，知网会保障作者获得应有的报酬，同
时让作者的成果得到广泛传播。

回应当然比不回应好，但知网的回应
让人五味杂陈。第一，知网所强调的2006
年，是指这一年国家出台《信息网络传播
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传播只要没有得
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就构成侵权。事实
上，对于未经授权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行为，我国法律一直持否定态度，知识产
权运营主体应排查风险。《著作权法》在
2001年修订时，就已明确了信息网络传
播权的保护。所以，单纯强调2006年很
难站住脚。第二，虽然文字作品在网络
传播的稿酬标准尚不明确，但知网自己
的收费标准是很清楚的吧？知网对用户
收费标准可不低，为什么“只向里糊涂，
不向外糊涂”？第三，承诺在给作者稿酬
的同时，让“成果得到广泛传播”，口气似
软实硬。长期以来，知网一家独大，论文
传播效果如何、期刊影响因子如何，知网
的转载率、引用率都占很大比重。这也
使得“店大欺客”，作者敢怒而不敢言。

作家接连起诉，希望在敲醒知网的同
时，也能立下规矩。此次19位作家联合起
诉，总索赔金额为700多万元，是按照国家
版权法规定的每千字300元的标准索赔
的。此前，曾有过判例，但赔偿额度很低，
容易成为侵权者“有恃无恐”的底气。这
一次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都会成为著作权
侵权案件的一个参照。同时，诉讼也能让
更多人看到，建立在版权不合法基础上的
运营模式，迟早都会受到法律惩罚。

知网号称“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
程”，就该具备应有的担当。今年5月13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知网涉嫌
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6 月 23 日，网
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
安全审查。如今结
果仍未公布。希望
知网拿出解决问题
的诚意和行动来，
假如只借别人的知
识赚钱，而不给作
者应有的尊重，还
算哪门子“基础设
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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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联手起诉知网
尊重版权就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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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神舟十
四号乘组迎来了在轨
工作的第 70 天，据了
解，神十四航天员将于
近期从问天气闸舱开
展出舱活动，进行首次
太空行走。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中国空间站问天实
验舱在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由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托举升空。7
月 25 日 10 时 03 分，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
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
验舱。这是中国航天
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
实验舱。

为了方便航天员
开展出舱活动，问天实
验舱配置了一个出舱
人员专用的气闸舱。
一方面，气闸舱的空间
和出舱舱门的尺寸都
比节点舱更大，航天员
进出更舒展从容，也更
易携带大体积的设备
出舱工作。另一方面，
从气闸舱出舱时，只需
关闭一道舱门，操作更
便捷。

未来，气闸舱将成
为航天员在空间站的
主要出舱通道，一旦气
闸舱出现问题，航天员
还可以从作为备份出
舱口的节点舱返回，确
保出舱活动的安全。

随着日前问天实验舱的升空，中
国空间站也喜迎“新居”。“太空之家”的
升级扩建，使航天员们的“新房间”有了
新物资、新配套，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
任务和新挑战。13日，中国载人航天官
方视频栏目《天宫 TV》第三季第十集正
式更新，这一次都记录了航天员们的哪
些日常呢？

解锁多个科学实验柜

问天舱为更多学科的空间科学实验
提供了全新环境、全新内容、全新角度。
一组画面显示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在进行
问天舱平台仪器区解锁、科学实验机柜
解锁等工作，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取
出平台设备并进行安装。完成基础的
舱内设置工作后，航天员随即开展在
轨科学实验，在蔡旭哲的配合下，陈冬
开始解锁生命生态实验柜，随后，蔡旭
哲打开通用生物培养模块，三名航天
员开始配合完成模块解锁、安装与基础
功能测试工作。

除了科学实验柜相关工作，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还完成了组装控制力
矩陀螺工作，这套设备是通过自转和角
度变化，输出所需要的动量，从而保持
航天器姿态稳定或进行快速调整。相
比使用发动机喷气进行姿态控制，控制
力矩陀螺大大降低了空间站运行所需
成本。

“全能型”实验舱段

问天实验舱是我国迄今为止体型最大、
质量最大的航天器，总长17.9米，直径4.2米，
比天和核心舱更“强”更“壮”；不仅有着大块头的
体格，问天实验舱更是一个集平台功能与载荷
功能于一体的“全能型”实验舱段。工作舱内设
有3个睡眠区和1个卫生区。现在对接核心舱
已经完成，意味着我们的太空家园从“一居
室”升级到更宽敞的“两居室”。后续可以支
撑神舟十四号、十五号两个乘组6名航天员实
现“太空会师”和在轨轮换，在太空面对面交
接工作。不仅功能强，而且问天实验舱还拥
有3个“独门神器”：一个是航天员专用的出舱
区——气闸舱；第二个“明星部件”小机械臂，
还有可以为整个空间站收集能量的柔性太阳
翼。这也让中国空间站功能更强、装备更全。

太空自行车进问天舱

在问天实验舱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是航
天员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要工作好，还
要生活好。在太空之家，有一辆十分出名的

“太空自行车”，此前，这辆自行车一直都是航
天员们在中国空间站“燃烧卡路里”的重要工
具，而此次神十四乘组在进入问天实验舱后，
也把这辆太空自行车搬到了问天舱内，科研
人员设计的太空自行车拆装起来非常方便，
航天员很轻松就将它从天和核心舱拆下，安
装到了问天舱内。太空自行车不光能蹬，航
天员们还可以用它来进行上肢训练。

延
伸 《天宫TV》上新 披露更多日常

本组文图据新
华社、央视新闻

四川山洪灾害致7死8伤
搜救排查工作接近尾声 已展开遇难者家属善后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14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局地强降雨成
灾快、危害大，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
理部要求采取坚决措施防止人员伤亡。

据介绍，近期，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
成灾快、危害大，四川、甘肃等地出现严
重山洪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辽河支流绕
阳河下游持续超警，新疆塔里木河受高
温融雪影响出现超保洪水和超历史洪
水，长江流域高温干旱仍在发展，全国防
汛抗旱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家防总办
公室、应急管理部要求，突出抓好人员转
移避险，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要着

重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工作。特别针对山
丘区施工人员、旅游人员，督促有关部门
切实落实安全责任，该关停的坚决关停，
该撤离的坚决撤离，坚决避免山洪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导致的群死群伤。同时，要
密切监视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落实
好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督促包保责任人
下沉一线，组织群众转移避险，采取力量
预置、景区关闭、交通管控等坚决果断措
施，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继续做好西北融
雪洪水应对，针对新疆、青海等地融雪洪
水暴涨暴落的特点，提醒当地群众、外来
旅游人员、工程施工人员及时避险。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采取坚决措施防止人员伤亡
相关
动态

航天员用太空自行车进行上肢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