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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按
照飞行任务规划，我国今年将先
后发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
十六号载人飞船、神舟十七号载
人飞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15日正式发布《2023年度载人
航天飞行任务标识征集活动公
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3年
度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识。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
上首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任务
标识。

自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起，

每次载人飞行任务均设计了任务
标识，特别是空间站建造阶段策
划设计的12次任务标识，对塑造
工程品牌形象、弘扬载人航天精
神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主要征
集天舟六号货运飞船飞行任务、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神舟
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设计方
案及其思路阐述，所有热爱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的自然人、法人及
组织均可参与。《公告》全文及条
件要求等，可登录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网专题页面（h t t p : / /

www.cmse .gov . cn /hd j l /
bszjhd/）进行查询。征集活动截
止日期为2023年3月6日24时，后
续将进行网络投票和结果公布。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后，中
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进入应用
与发展阶段，每年将发射2艘载人
飞船、1至2艘货运飞船。按照飞
行任务规划，计划2023年5月发
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对接于核
心舱后向端口，形成三舱两船组
合体，将上行航天员驻留和消耗
物资、维修备件、推进剂和应用任

务载荷样品，并下行在轨废弃物；
5月发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对
接于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舱
三船组合体；10月发射神舟十七
号载人飞船，对接于核心舱前向
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两
次载人飞行任务期间，将实施航
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
任务，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
试验，开展平台管理常规工作、航
天员保障相关工作以及科普教育
等活动。

我国今年将发射3艘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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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去年受理投诉超115万件

在线会员乱象成投诉热点
本报综合消息 据人民日报

客户端2月15日报道，15日，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
示：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
消费者投诉1151912件，解决
915752件，解决率79.5%,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137767万元。
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
加倍赔偿的投诉18032件，加倍
赔偿金额453万元。2022年共接
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4 9万
人次。

根据投诉性质，售后服务问
题 占 3 3 . 7 3 % ，合 同 问 题 占
26.56%，质量问题占19.81%，价
格问题占4.54%，虚假宣传问题
占3.87%，安全问题占2.78%，假
冒问题占1.30%，人格尊严问题
占0.90%，计量问题占0.69%，其

他问题占5.82%。
在具体商品投诉中，投诉量

居前五位的分别为食品、服装、汽
车及零部件、通讯类产品以及鞋。
在具体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前
五位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
务、餐饮服务、培训服务、移动电
话服务以及美容美发。

2022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形
势和疫情因素影响，涉疫类消费
纠纷和经营者关停跑路类投诉明
显增多。与此同时，大额商品、在
线服务领域新老问题交织，困扰
广大消费者。如房地产消费领域
的捆绑销售、烂尾问题，汽车消费
领域的不公平格式条款问题，培
训服务领域的赔本式承诺圈钱、
培训贷问题，以及会员服务领域
的“套路”频出问题等。

其中，以智能电视平台“套娃
式”收费为代表的在线会员服务
乱象屡现，成为消费者投诉重
灾区。

中消协梳理发现，在线会员
服务领域问题主要有四大类：一
是智能电视平台“套娃式”收费引
发消费者不满。由于智能电视系
统内各模块资源相互独立，消费
者连续充值却仍无法观看全部视
频内容。二是视频平台会员服务
体验不佳。视频平台限制原会员
用户手机投屏功能，若解除限制
需购买更贵的增值会员服务。消
费者支付的费用越来越高，但体
验却大打折扣。三是婚恋平台会
员服务存乱象。一些婚恋平台收
取高额服务费，但实际服务达不
到约定标准，有的对会员信息审

核把关不严，甚至提供“婚托”虚
构交友、结婚需求欺骗消费者。
四是网络会员服务默认自动续
费。一些网络会员服务平台先诱
导消费者免费使用，到期后未向
消费者充分告知或有效提醒消费
者情况下自动续费。

对此，中消协认为，消费者额
外支付会员费购买的是商家更专
业的服务内容和更优质的消费体
验，但一些商家却背离会员服务
的本质和初衷，一味追求利润“套
路”收割消费者，大幅降低了消费
者的消费感受和体验。消费者在
选择会员服务时要注意会员具体
权益内容，对于模糊表述要与商
家确认并留存证据，自身权益受
到侵害时及时向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或消协组织投诉。

5项“考古中国”项目最新进展公布

最早的西夏瓷窑址被发现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国

家文物局15日在京召开“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
报了河北尚义四台遗址等5项重
要考古成果。尚义四台遗址第
一、二组遗存初步判断为一支新
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
新石器考古的重要突破。

尚义四台遗址考古所见成组
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

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
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栖居到新
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
变，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
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
证据。

会上还通报了云南晋宁古城
村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宁
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内蒙古巴
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成果。

晋宁古城村遗址是首次在滇
文化核心区内发现的一处完整的
商周时期环壕聚落，代表了一个
早于滇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是探
索滇文化来源的重要线索。

礼县四角坪遗址为一处秦代
大型建筑遗址，初步推测可能为
一组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
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礼仪制度以
及建筑历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前

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揭示了
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填补了西
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

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发现的
一号建筑基址，是辽上京皇城南
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
推断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
建筑。

我国市场主体
达1.7亿户
个体工商户占比约三分之二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
电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23年1月，我国市场主体
达1.7亿户，其中全国登记在
册个体工商户1.14亿户，约
占市场主体总量三分之二。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表
示，在国家政策鼓励和支持
下，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
蓬勃发展，个体工商户焕发
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个体工
商户在第三产业中占比近九
成，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居民服务等行业，是百姓
生活最直接的服务者。近年
来，网络直播、微商电商、新
媒体等新个体经济也发展迅
速，已占到个体工商户总量
的近三成，降低了创业就业
成本，进一步促进了个体工
商户的发展壮大。

个体工商户是我国产业
链供应链的“毛细血管”和市
场的“神经末梢”，在稳增长、
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带动近3亿人
就业。

据了解，今年，市场监管
总局将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
分类差异化精准帮扶机制、
深入推进质量技术帮扶、推
动个体工商户年报改革，以
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支持个
体工商户健康发展。

在支持所有市场主体发
展方面也将有更多举措。1
月13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
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将抓
牢抓实抓紧市场监管工作着
力点，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
场预期，努力提高市场监管
现代化水平，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
好步贡献力量。会议提出，
将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
期。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
管理服务，更大激发市场竞
争和创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