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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综合A12

□据 新华社

2024年1月24日15时22分，江西省

新余市渝水区佳乐苑小区临街商住综合楼

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39人死亡、9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352.84万元。事故

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

对抢险救援、善后处置、事故调查作出部署。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

西新余佳乐苑临街店铺“1·24”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

认定，这是一起因涉事房主违法违规改变

商住综合楼地下一层用途用作出租经营，

冷库建设施工单位违规建设冷库时起火，

涉事建筑先天存在防火分隔重大缺陷，教

育培训机构和宾馆违规经营，属地有关部

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地方

党委、政府安全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

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调查组查明，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佳乐

苑综合楼地下一层违法违规建设冷库，施

工作业中使用聚氨酯泡沫填缝剂时释放易

燃气体局部积聚达到可燃条件，在挤塑板

上铺设塑料薄膜时产生静电放电点燃积聚

的易燃气体，迅即引燃聚氨酯泡沫、挤塑板

等易燃可燃材料，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地下

一层与一层共用的疏散楼梯防火分隔缺

失，烟气快速蔓延至二层；位于二层的博弈

教育教室外安装了防盗网和广告牌，正在

培训的学生无法及时有效逃生，造成人员

伤亡扩大。

调查发现，丰华地产、新余设计院、赣

新建筑公司、正大监理公司在涉事建筑建

设，丰华地产在人防工程报审报监，佰烩香

批发部、凝霜制冷公司在地下一层冷库建

设、施工，涉事房主、博弈教育、聚馨源宾馆

在涉事建筑出租、经营等方面存在严重违

法违规问题。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存在规划建设源头失守、

排查整顿不力、监管制度有漏洞、消防验收

检查走形式、专项整治走过场和教育培训

机构管理缺失等问题。

调查组按规定将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

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履

职方面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

江西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10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江西省纪检监

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

对事故中涉嫌违纪违法的55名公职人员

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新余凝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吴和根、新余市渝水区佰烩香烧烤原料

批发部实际经营者吴勇、新余市博弈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柳金汉、新余市

渝水区佳乐苑小区临街店铺实际控制人陈

建平和新余市渝水区聚馨源宾馆经营者张

建生等10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新余市原人防办主任邓员清、新余市消

防救援支队袁河大队大队长丁小荣、新余市

城镇发展服务中心原正科级干部龚宇新等3

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

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邓员清、

龚宇新已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同时，对在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

的新余市委、市政府，渝水区委、区政府，以

及江西省和新余市、渝水区教育、消防、人

防、住房和城乡建设、城管、公安等部门52

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

记者22日从“第二届航天医学前沿论

坛”获悉，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特色航天营养

保障体系，并着眼未来深空探测任务进行

战略技术储备。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神舟十八号飞行

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内除了品尝莲蓉馅儿的

“太空月饼”，还分享了香辣羊肉、土豆牛肉、

红烩猪排、奶香鸡米、马蹄糯米糕等——这

是地面支持团队提前根据每名航天员的口

味喜好准备的个性化“中秋大餐”。

“在空间站阶段，我们突破了中式菜肴

工程化关键技术，将中国菜搬上了‘太空餐

桌’，让航天员远在太空也能享受到‘家的

味道’。”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李莹辉

介绍，我国还提升了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

制出精准的飞行营养供给量标准，以应对

太空失重等引起的人体生理问题，全力保

障航天员开展180天以上的健康飞行；突

破了在轨功能性航天食品关键技术，研制

了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调

节肠道菌群等功能性航天食品，助力提升

航天员在轨适应能力。

相较于空间站驻留，月面驻留面临着

更大的补给挑战，远离地球使得补给成本

增加、时效性降低。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臧鹏表示，

着眼未来深空探测任务战略技术储备，我

国布局了在轨烹饪、地外生存新型食品创

制关键技术研究，为未来长期地外生存提

供基础保障条件。

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造成39人死亡、9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352.84万元，相关责任人被严肃查处

我国特色航天营养保障体系建立
未来“太空餐桌”更丰富

相当于地球磁场80多万倍

我国创造世界水冷磁体
技术新高峰

□据 新华社合肥9月22日电

22日，安徽合肥西郊科学岛上的一个实验室内

十分热闹，轰鸣声从一个巨大的白色罐体传来，身着

白大褂的科研人员紧盯着罐体上方的小屏幕。

经现场专家组确认，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

42.02万高斯的稳态磁场，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

家强磁场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4万高斯的世

界纪录。

稳态强磁场是开展物质科学前沿研究所需的一

种极端实验条件，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

在强磁场实验环境下，物质特性会受到调控，有利于

科学家发现物质新现象、研究物质新规律，为物理、

化学、材料和生物等学科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几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磁场条件下取

得了众多重大科研成果，其中有十几项获得诺贝尔

奖。强磁场技术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技术已在我们生产生活

中有多项应用，比如医院的核磁共振设备。”强磁场

科学中心磁体运行与实验测量部副主任郗传英说，

更强的磁场将为研制高温超导材料、高性能电池及

生物医疗设备等提供更大助力。

42.02万高斯稳态强磁场有多强？

据介绍，地球磁场约为0.5高斯，42.02万高斯

相当于地球磁场的80多万倍，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

水冷磁体技术发展的新高峰。

42.02万高斯水冷磁体新纪录的产生，得益于

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建设运行。该装置是国

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使

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第五个拥有稳

态强磁场的国家。截至2023年年底，该装置已为国

内外近200家单位3000余项课题提供了实验条件，

多项成果已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内的水冷磁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