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六里河：压实“门前

五包”责任，推进“门

前五包”提质升效
为扎实推进“门前五包”工

作，近期，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

街道城管委在实行“路长制”管理

的基础上，联合各村居明确“街巷

长”名单，将沿街门店细化至执法

队员和网格员，帮助沿街单位、商

户进一步明确“门前五包”责任范

围，并加强宣传引导，向商家宣传

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商

户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容环境的职

责，同时，对违规行为多发的道

路、门店进行重点监督管理。

(许婷婷)

六里山严禁占道经营
近期，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

街道城管委开展占道经营严查治
理行动，切实有效维护辖区秩序。
城管委制定以“定时巡查”“覆盖
全面”“目标明确”“严格落实”为
基础，秉公执法、文明执法、严格
执法的工作方针。以辖区主次干
道及背街小巷出店经营、占道经
营、流动摊贩主要内容进行整治，
加大巡查力度，对重点区域早、
中、晚高峰时段人员流量大占道
经营摊贩聚集等特点进行重点巡
查治理。对新增问题及时发现立
即处理，并做好宣教工作，形成长
时有效的管理成果。下一步，城管
委将治理占道经营常态化，加大
日常巡查力度和密度，提高辖区
管理的精细化、规范化、长效化。

(吴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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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二号、三号卫星成功发射
太空“齐鲁星团”已有四位成员，计划2025年完成一期10颗碳卫星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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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闫丽君

1月15日上午，“烟台一号”
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乘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烟台一号”卫星是我国新
一代智能遥感科学试验卫星，依
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计
划集成项目建设，由武汉
大学牵头，航天东方红卫
星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空间
信息传输中心、陆海空间

（烟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共同完成。

“烟台一号是东方
慧眼星座的首颗试验
星，用于验证星座的‘通
导遥’及在轨数据处理
的关键技术，入轨后将
为烟台乃至我省提供高
质量遥感数据。更为关
键的是为东方慧眼星座
的规划、布局、卫星研制
奠定技术基础及数据参
考。”山东省海上航天装
备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滕
瑶介绍道。

“烟台一号”卫星运
行在约500公里的太阳
同步轨道，配置一台高
分辨率彩色面阵相机，
星下点空间分辨率达到
0 . 7米。该星具有视频凝
视、面阵推帧、面阵推扫
3种成像模式，可以在轨获取大
量动态和静态遥感数据；通过
配置X频段扩频测控、X频段星
地直接传输及Ka频段星间中转
传输的通信体制，打通星地—
星间传输通信链路，有助于大
幅优化传统遥感信息获取流
程，达到卫星遥感信息实时智
能服务的发展目标；具备高性
能实时处理的硬件平台和支持
动态加载开放的软件平台，实
现遥感数据的在轨实时智能处
理功能。

作为“东方慧眼”智能遥感

星座的试验星，“烟台一号”卫
星的成功发射是通导遥一体化
智能遥感卫星的初步实践，对
后续星座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该星投入运行后，将用于验证
海量遥感数据实时获取、智能
处理、稀疏表征与压缩传输的
关键科学问题，为“东方慧眼”

星座建设奠定技术基础；
同时，基于卫星的在轨处
理与实时传输能力，陆海
空间将开启遥感信息智
能服务演示验证工作，探
索从数据获取到应用终
端的遥感信息高效智能
服务新模式，未来“东方
慧眼”星座将以此模式为
基础向全球用户提供时
效性更强、应用服务水平
更高的商业化遥感信息
应用服务。

“烟台一号”卫星及
“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
座项目，是烟台市政府、
武汉大学、海阳东方航天
港卫星数据产业园及其
优势企业陆海空间共同
推动“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的成果，由烟台市国
资委旗下产业投资平台
国丰集团全力推动实施，
形成了地方、高校、企业
多方协同创新的良好局
面。“东方慧眼”星座项目
将助力海阳东方航天港

构建起集海上发射、星箭制造、
配套集成、航天文旅和空天信息
服务为一体的航天全产业链生
态圈，加速建设国际一流商业航
天海上发射母港、国家级空天信
息产业园区，有效促进先进卫星
技术、人才等优势要素向烟台市
及海阳市快速转移，聚力打造
我国商业航天新高地。

滕瑶说：“烟台一号的成功
发射，标志着海阳东方航天港在
航天产业领域翻开了一个新的
篇章，初步实现了‘天上有星、陆
上有箭、海里有船’的目标。”

为降低低温寒潮对植物造成
的影响，保障行人和车辆通行安
全，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系统闻
雪而动，全员参与，按照有关预案，
提前筹备部署，第一时间开展城市
公园、广场、游园等扫雪除冰工作。
做好全天候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
及时做好树木断枝、倾斜抢险准
备，确保各项防范措施到位，确保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月14日，全市
共出动车辆220余车次、人员3000
余人次，清扫游步道、广场积雪
37 . 1万余平方米，清理绿篱积雪
6000平方米，扶正树木20余株，植
物打雪6300株，修剪、清理断枝树
木70余处，维护防寒设施70余处，
清运园林垃圾6吨。（高宏璟）

济南园林和林业绿化系统

3000余人次清雪除冰清断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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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11时14分，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矗立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架上的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腾空而起。以“一箭十四星”发射方式，顺利将齐鲁二号、三号卫星等14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
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 郭春雨

我国首个激光通信
互联遥感小卫星星座

这是齐鲁卫星星座第二次发
射，齐鲁卫星二号、三号与已经太
空出差20个月的齐鲁一号、齐鲁四
号卫星顺利会师。至此，一期4颗遥
感卫星正式组网运行。这标志着山
东省初步建成自主可控的遥感卫
星基础设施，也是我国第一个基于
激光通信互联的遥感小卫星星座。

记者从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
获悉，与此前发射的齐鲁一号遥感
雷达卫星不同，此次升空的齐鲁二
号、三号卫星都是光学卫星。其中，
齐鲁三号是宽幅光学卫星，重量
189千克，幅宽达到120公里，一次照
相可覆盖一个地级市，适合大范围
寻找目标；齐鲁二号是高分敏捷卫
星，重量186千克，分辨率最高可达
0 . 7米，能够准确识别地面上的行
车线，用于细微的观测。

“这是我国首个激光通信互
联遥感小卫星星座。”山东产研卫
星信息技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贺
杰表示，以前发射卫星就像放风
筝，和地面单线联系，卫星间互不

通话。齐鲁卫星在研制之初就运
用了激光星间链路技术，具备星
上智能处理和激光通信能力。此
次两颗卫星升空之后的首要任务
就是寻找齐鲁一号卫星并实现

“握手”。组网运行后，卫星之间可
以搭配工作，普查粗看用三号卫
星，详查细看用二号卫星，如果遇
到光照不好或者恶劣天气，用一
号卫星，四号卫星则是“自由人”，
它们更高效地完成星间协同任
务，多种载荷类型、多种工作模式
相互补充，形成强大的综合对地
观测能力。数据的采集、传输、成
像水平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齐鲁二号和齐鲁三号入轨以
后，将与在轨运行的齐鲁一号实现
星间组网，标志着齐鲁卫星星座基
本建成。齐鲁卫星星座是国内采用

“天基互联+遥感小卫星”创新应用
模式的首次尝试，填补了山东省自
有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空白。

齐鲁一号、四号卫星在轨运行
一年多来，卫星运行状态良好。本次
成功发射的齐鲁二号和齐鲁三号卫
星与齐鲁一号组网后，将主要用于
国土资源、农业林业、环保监测、交
通运输、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对地观
测，致力于服务山东省的空天信息
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工程。

整流罩上展示出“山东”
和“济南起步区”字样

本次发射火箭的整流罩上展
示出“山东”和“济南起步区”字样。
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和目标，山
东产研院联合中科院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
区，共同开展面向重点企业和园区
碳排放监测的碳卫星星座建设。作
为济南起步区新空间科技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计划2025年
完成一期10颗碳卫星组网，具备对
全球10000个重点目标进行高精度
碳排放监测。面向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求，
基于全市场化方案，山东产研院还
将建设由2颗高分辨率光学卫星和
2颗高分辨率雷达卫星构成的齐
鲁—黄河卫星星座，有效拓展现有
在轨卫星数据源和应用能力。

齐鲁卫星一号至四号、农业
卫星星座、碳卫星星座、黄河卫星
星座全部建成后，齐鲁卫星星座
将具备完整的空间对地观测能
力，对于国家在未来开展以天基
资源共享及网络化服务体系构建
为目标的快速响应星座建设具有
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次一同发射的还有一颗由
山东产研院联合香港航天科技集
团共同研制的齐鲁—金紫荆六号
卫星，这是一颗微纳光学卫星，搭
载米级高分辨轻小型光学相机观
测载荷，主要用于验证星地一体化

测运控管控服务能力与智能图像
处理算法，可为后续齐鲁卫星农业
星座大规模部署提供技术基础与
运行方案。未来，产研院将联合香
港航科集团一同打造建设全国首
个高分辨率农业卫星星座———“齐

鲁—金紫荆农业卫星星座”，星座
一期规划1颗试验卫星和8颗8谱段
光学卫星，服务于农业资源调查、
农业生产过程监测等领域，弥补
我国农业遥感观测领域的欠缺。

（记者 郭春雨）

葛相关链接 齐鲁—金紫荆六号卫星：弥补农业遥感观测欠缺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上标有“山东”和“济南起

步区”字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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