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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0 日电（记者
张辛欣）解决老年人的用网难，事关每
个家庭。工信部10日印发《关于切实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
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提
出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电信服务、
开展互联网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
行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
等12项重点工作。

这份事关咱爸妈的“数字福利”，
请收好——

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电信服
务。工信部明确要求，各基础电信企业
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线下营业厅及“面

对面”服务模式，人工客服对老年人要
“一键进入”。鼓励各基础电信企业为
老年人聚集生活区上门办理业务，推
出适合老年人的优惠资费方案。

开展互联网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专项行动。首批115个公共服务类网站
和43个手机App完成适老化及无障碍
改造，让老年人可以用到更多界面简
单、操作简单的服务产品。工信部将组
织对互联网应用无障碍水平进行测
评。

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
手机等智能终端要具备大屏幕、大字
体、大音量、大电池容量、操作简单等

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推进智
能辅具、智能家居、健康监测等智能化
终端产品应用，推进面向智慧健康养
老终端设备的标准及检测公共服务平
台项目建设。

保障老年人安全使用智能化产品
和服务。规范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中的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等活动，降低老年
人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严厉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加强对涉诈电
话、短信的监测处置。工信部有关负责
人说，工信部将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
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明确责任人、时
间表和路线图。

新华社天津 2月 10 日电（记者
周润健）2020 年春节的时间是公历 1
月25日，而即将到来的2021年春节的
时间是公历2月12日。那么，2021年春
节为何比2020年春节来得“晚一些”？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科普专家林愿说，春节属于农历节日。
在公历中，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
回归年，平年有365天，闰年有366天。
农历无闰月的年份为353天至355天，
比回归年少11天左右；有闰月的年份
为 383 天至 385 天，比回归年多 19 天

左右。这样，如果上一个农历年没闰
月，那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提前
11天左右；如果上年农历有闰月，下一
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推迟19天左右。

由于2019年农历己亥年（春节在
公历2月5日）没有闰月，因此，2020年
春节的日期就“提前”到了公历1月25
日；2020年农历庚子年有个闰四月，因
此2021年春节就“推迟”到了公历2月
12日；由于2021年农历辛丑年没有闰
月，因此，2022年春节的日期就“提前”
到了公历 2 月 1 日。林愿说，春节这个

日子一般就在公历1月21日（如1966
年春节）到2月20日（如1985年春节）
这个幅度内有规律地跳来跳去。相比
于最晚的春节，2021 年春节虽然晚一
些，但还不能算是最晚的。

“2021 年的这个‘晚春节’有些特
别。受疫情影响，我国多地倡导就地过
年，很多人也响应这一号召，选择春节
不回家，舍小家为大家。2022年春节比
2021 年春节来得要早一些，希望疫情
过后，明年春节人们不再留守，能早一
点回家团圆、尽孝。”林愿说。

这份事关咱爸妈的“数字福利”，
请收好！

2021年为啥“晚春节”？

牛年春节即将到来，为了疫情
防控大局，大家积极响应号召，选
择就地过年。

返乡过年，阖家团聚，共沐乡
情，是每一个游子的最大心愿，哪
怕路途千辛万苦，也心甘情愿。然
而，大量人员流动和聚集，极易造
成疫情传播扩散。

正所谓“不是不想家，是想为
大家”。为了疫情防控，就地过年

是人们为防疫大局做出的奉献和牺
牲，是一种有责任和有担当的守
望。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中国人历来充满家国情怀。在这个
特别的春节，无数人为了防疫大
局，在家与国、情与责面前做出了
理性而高尚的选择。这份家国情
怀，体现了无数个体对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的责任担当。这份家国情

怀，既是春节最为深厚的文化底
蕴，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源
泉。

就地过年是牛年春节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就地过年人员的奉献和
大爱，将被铭记在历史中。他们是
这个春天最美的人，应该得到全社
会的尊重和赞美。让我们向就地过
年的朋友们致以最深情的问候。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不是不想家，是想为大家

新华社北京 2月 10 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2021年
2月10日19时52分，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近火捕
获制动，环绕器3000牛轨控发动机点
火工作约15分钟，探测器顺利进入近
火点高度约 400 千米，周期约 10 个地
球日，倾角约10°的大椭圆环火轨道，
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

“绕、着、巡”目标的第一步，环绕火星
成功。

专家介绍，火星捕获制动是指探
测器在抵近火星时，通过主发动机长
时间点火，使得在行星际空间高速飞

行的探测器大速度增量减速，从而能
够被火星引力场捕获，进入绕火轨
道。作为火星探测任务中技术风险最
高、技术难度最大的环节之一，制动捕
获的机会是唯一的，关系着整个工程
任务的成败。捕获过程中，火星环绕
器需要准确地进行点火制动，只有点
火时机和时长都分秒不差，才能形成
理想的目标捕获轨道。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由地火转移阶
段进入火星捕获阶段后，“天问一号”
探测器环绕器部分携带的中分辨率相
机、高分辨率相机、磁强计、矿物光谱
分析仪、离子与中性粒子和能量粒子

探测仪等载荷将陆续开始工作，对火
星开展多维度探测。

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成功发射以
来，“天问一号”已累计飞行202天，完
成1次深空机动和4次中途修正，抵达
火星时探测器飞行里程约 4.75 亿千
米，距离地球约1.92亿千米，探测器和
地球通信单向时延约 10.7 分钟，各系
统状态良好。

后续，“天问一号”探测器还将经
过多次轨道调整，进入火星停泊轨道，
开展预选着陆区探测，计划于2021年
5月至6月间择机实施火星着陆，开展
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火星捕获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环绕火星成功

▲过大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