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记者 许畅）双手快速甩

动，双脚急速交替点地……在吉林省长春市

劲酷运动俱乐部，4 岁小“萌娃”于璨伊正在

练习跳绳，这里既是她的训练馆，也是她的

家。在一旁指点她技术动作的，便是她的父

亲兼教练于大伟。

于大伟是一名世界跳绳冠军。他今年

37岁，曾多次代表中国在跳绳世界杯和世锦

赛上斩获桂冠。2015年，于大伟的女儿于璨

伊出生。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于大伟发现女

儿对跳绳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于是，于大伟

开始有意识地纠正女儿的动作，引导她正确

学习弹跳、摇绳等技巧。

作为于璨伊的父亲兼教练，于大伟非常

注意控制女儿的运动量和强度，并及时纠正

其错误的跳绳动作，避免对身体发育造成影

响。他还经常查阅资料，咨询医学、教育专

家，探索低龄幼儿的跳绳训练方式。“我们从

来没有对她进行所谓‘半职业’或‘职业’的

训练，她一直都是以自己的兴趣来跳，我们

只是引导她如何把动作做对。”于大伟说。

承载着父亲的期望与厚爱，在 2020 年 5

月举行的“2020 全国少儿跳绳俱乐部杯赛

（网络）”中，于璨伊获得了5岁以下组别7个

项目的冠军，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2020 年

少儿跳绳推广大使”称号。父亲于大伟说，

女儿取得的成绩都是她努力付出的回报。

“跳绳让孩子学会了努力和坚持，也让她发

自内心的成长、改变，这才是运动带给孩子

最大的价值。”于大伟说。

“未来，我也想像爸爸一样，成为一个世

界冠军。祝爸爸父亲节快乐，每天都开开心

心、快快乐乐。”于璨伊说。

“父亲节”
跳绳吧！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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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润健）“来了！来了！‘天狗’开

始‘吃’太阳了！”21日14时35分左右，在天津科技馆，天

文爱好者杨晓文通过天文望远镜一边观测一边大声说道。

21日，夏至。当日下午，一场“日环食”天文景观现身

天宇。本次“日环食”的“食分”达到了0.99以上，即太阳

整个圆面有超过 99%的面积被遮住，几乎接近全食。这

样的“日环食”也被称为“金边日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佳的观测位置。除西藏中

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和台

湾中部可见环食外，全国其他地区可见不同程度的偏食。

当日，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天文学会举办了“夏至遇

上日偏食”的网络直播活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阶段。在天津地

区，初亏发生在14时35分，食甚发生在15时52分，17时

复圆，最大食分为0.6。”天津科技馆规划拓展部部长郝志

琦介绍说。

当食甚到来时，杨晓文用相机进行了拍摄，“日面60%的

面积被月球遮挡了，看起来就像一块被咬了一大口的月饼。”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象，本次“日环食”引起了

全国各地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记者登录国内多个天文论

坛看到，北京、贵阳、拉萨、济南、郑州等地的天文爱好者都对

本次“日环食”进行了观测，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片。

“日环食”
最美“金指环”

据新华社电（记者 周润健）“星繁愁昼

热，露重觉荷香。”《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

时间6月21日5时44分迎来“夏至”节气。此

时节，荷花别样红，蝉鸣声声响。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介

绍，每年阳历6月21日或22日，太阳到达黄经

90度，为“夏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

气，也是古人最早用日晷测定的一个节气。

“夏至”这天，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

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角度最高，北半球的白

昼最长，且越往北越长。例如海南的海口市

“夏至”日长约 13 小时，而黑龙江的漠河市

可达17小时以上。

“夏至”过后，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开始

南移，北半球的白昼逐渐缩短。民谚有“吃

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罗澍伟表示，“夏至”正值麦收，自古以

来就有庆祝丰收、祭祀祖先的习俗。古籍

《周礼·春官》还记载说：“以夏日至，致地方

物魈（山中鬼怪）。”这说明，在古代，除了在

“夏至”这天祭祀神灵、祖先，以感谢天赐丰

盈，还要祈求清除荒年、饥饿和死亡，承载

着古人期盼五谷丰登，渴望富足生活的美

好愿望。时至今日，我国民间还保留着“夏

至”吃各种面食的习俗，取“喜尝新麦，庆祝

丰收”之意。

“夏至”不仅是昼夜长短变化的分界线，

还是盛夏的起点，接近地表的热量还在不断

积蓄，天气将逐渐转入炎热。

罗澍伟提醒说，“夏至”后，“雨”“热”共

季，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及时

补水，饮食宜清热消暑，同时注意调

节心绪，适当锻炼身体。

6月21日，在福州茶亭公园荷花塘里，荷花盛开。

据新华社电（记者 张旭东）由中车青岛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21日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

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破。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验样车首次进行系统联合

调试，开展了多种工况下的动态运行试验，包括不

同轨道梁以及道岔、小曲线、坡道、分区切换等，共

完成 200 多个试验项点，对悬浮导向、测速定位、车

轨耦合、地面牵引、车地通信等关键性能进行了全

面测试。

“在多种工况试验条件下，车辆悬浮导向稳定，运

行状态良好，各项关键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达到

设计预期。”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叁叁说。

丁叁叁说，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包含车辆、牵引

供电、运控通信、线路轨道四大系统在内的强耦合系

统，通过样车线路试验，可以初步验证动态条件下高

速磁浮各系统间的接口关系和耦合特性，为系统及

核心部件关键性能的验证与优化提供支撑。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表示，此次试验样车成功试

跑，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运行的突破，获取了大量关

键数据，高速磁浮系统及核心部件的关键性能得到

了初步验证，为后续高速磁浮工程样车的研制提供

了重要技术支持。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课题之一。

这个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技术

负责，汇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联合30余

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关，目的是攻克高速

磁浮核心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形成我国高速磁浮产业

化能力。

据了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

进展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时，5辆编组的

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进中。按照计划，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预计在2020年底下线，

将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2020年6月21日很特别。这一天，既是父亲节，又逢夏至节气，还有一场“金边日食”的重磅天象上演。

更令人激动的是，这次日环食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欣赏到。温暖！清新！浪漫！

“夏至”
荷花别样红！

2020年6月21日很特别——

夏至“牵手”父亲节 天宇送来“金指环”

这是世界跳绳冠军于大伟（右）和女儿于璨伊
在长春市南湖公园进行跳绳训练（6月18日摄）

这是6月21日在北京拍摄的日食

在西藏阿里拍摄的日环食（6月21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