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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晚报诚聘
为满足辽沈晚报发行和物流业务发展需

要，辽宁金信人才派遣有限公司为红马甲发行
公司诚聘以下人员：

一、发行站储备干部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45周岁以下（有管理

经验者可适当放宽），有物流及快递从业经验
者优先录用。

工资待遇：
基本工资+提成+绩效工资。

二、配送员
要求：48 周岁以下，服从管理，有物流配

送、快递揽收经验者优先录用。
工作地点：沈阳，就近安排。
工资待遇：
按单取酬，努力工作者月薪可达万元。
报名电话：13314013721、22536565、

22536577、22536500
简历投递邮箱：905376358@qq.com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搭载 157人的客
机10日在埃塞境内坠毁。埃塞俄比亚官方媒体
报道，无人生还。

据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从埃塞俄比亚航
空初步核实的情况，有8名中国公民乘坐该航班。

失事原因尚未明确。客机制造商美国波音
公司发表声明，说准备派技术人员前往埃塞，为
空难调查提供协助。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宣布派遣4人协助调查。

刚起飞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302 航班载有 149 名

乘客和 8 名机组人员，当地时间 10 日 8 时 38 分
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博莱国际机场起
飞，预定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美联社报道，起飞 6分钟后，客机 8时 44分
在距离亚的斯亚贝巴大约50公里的比绍夫图附
近坠毁。

埃塞官方媒体埃塞俄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客机上无人生还，乘客来自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晚些时
候在社交媒体发布首席执行官特沃尔德·加布
雷马里亚姆抵达失事现场的照片，同时写道：

“正在失事现场的特沃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很
遗憾地证实，没有人生还。”

美国波音公司发表声明，对客机失事“深感
悲伤”，准备派技术人员前往埃塞俄比亚。

新客机
客机失事原因没有明确。媒体报道，当天

能见度良好。
追踪全球航班飞行状况的专业网站“24 小

时飞行雷达网站”（Flightradar24.com）说，失事客
机起飞后垂直速度不稳定。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早些时候说，失事客
机机型是波音737-800 MAX。

根据登记文件，这架客机去年 11月中旬交
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晚些时候确认失
事客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

去年 10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
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
飞后不久坠海，189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
难，失事客机当年8月投入运营。

狮航空难原因仍在调查。波音方面说，已
提供安全执飞737 MAX 8型飞机的所有信息，

对737 MAX系列飞机的安全性能有信心。

忙确认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的办

公室向遇难者亲属致以慰问。
在埃塞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和肯尼亚内罗毕机

场，乘客亲属焦急等待。肯尼亚交通与基础设施
部长詹姆斯·马查里亚告诉媒体记者，暂时没有收
到经确认的旅客名单，当局已采取应急措施。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是非洲最大、也是管
理最好的航空运营商之一。它近年不断扩张运
营，近期新开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航线。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上一次重大失事2010
年发生。客机当时刚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起飞
不久后坠毁，90人身亡，无人生还。

埃塞俄比亚坠机
157人遇难
含8名中国公民

历时121天，航行17000余海里，我国“探索
一号”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圆
满完成了我国首次覆盖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洋
的TS10深潜科考航次，于3月10日返回海南省
三亚市。

记者在 10 日举行的 TS10 科考航次情况报
告会上获悉，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牵头组织的西南印度洋和中印度洋的深潜
科考航次，共完成了5个热液区及2个异常区的
深海水下实地勘察，获得了大量高质量、高分辨
率的海底热液活动视像资料，采集了丰富的热
液流体、硫化物、基岩以及热液大生物样品，取
得了一批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深海热液科考成
果，为深入研究现代海底热液流体系统的物质
循环、生命演化和适应机制以及生态环境效应
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和样品。

TS10 航次自 2018 年 11 月 10 日开始，于

2019 年 3月 10 日结束。本航次中，“深海勇士”
号在高海况、海底地质环境复杂的西南印度洋
和中印度洋热液区，共下潜作业 62 次。其中，
2018年12月在西南印度洋单月下潜作业25次，
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史单月下潜作业次数的新
纪录。在位于高海况的西南印度洋西风带完成
了连续 15次下潜作业，实现了 6-7级海况下的
安全回收，多次完成了夜间布放、回收，完全具
备了应急连续下潜的能力。

“深海勇士”号在地质环境复杂、多变的热液
区海底，多次完成原位监测设备的水下布放与回
收，成功实现了海底丢失潜标的追踪；完成了一款
国产深海成像声呐和二款万米机械手的海底试
验，验证了高精度的水下搜寻、搜救作业和深海水
下试验能力。一系列成果和新数据书写了中国载
人深潜新历史，本航次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载人深
潜运维能力大幅提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月10日零时二十八分，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成功将中
星6C卫星送入太空。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300”，成为中国航天
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一代代航天人用智慧和汗水、担当与毅
力在航天发展进程中刻下了中国印记，打造了

‘长征’这一国际知名的运载火箭自主品牌。”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说。

从 1970 年长征一号发射东方红一号卫
星至今，长征火箭先后有 17 种型号投入使
用，从最初的艰苦创业，到本世纪初的载人飞
行、圆梦奔月，实现了从无到有、从串联到捆
绑、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
射飞船和月球探测器等一系列重大跨越，成
功将 506 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具备了发射

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能力，入轨精度处于
国际先进水平。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自主研制的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的主力运载火箭，承
担了我国96.4%的发射任务，发射航天器总质
量占中国发射总质量的99.2%。

据统计，长征火箭300次发射的成功率约
为96%。与前50次发射相比，后250次发射的
成功率明显提升且趋于稳定。

2018 年，长征火箭年发射连续成功次数
达到 37 次，首次独居世界航天发射次数年度
第一位，在近20年世界各国航天发射中，是连
续成功发射次数最高的一年。

“太空探索无止境，伟大事业不止步。”吴
燕生表示，长征火箭圆满完成此次发射任务，
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美国政府多名官员 8 日说，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推进一项计划，要求美军驻在国负
担更多费用，涉及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
美国可能要求其中一些国家负担现有支出的
5至6倍。

准备数据

美国彭博新闻社 8 日以多名政府官员为
消息源报道，这项计划名为“费用增加 50%”，
特朗普已经考虑数月。他不仅希望美军驻在
国负担美军所需全部费用，同时要求这些国家
额外支付相当于费用总额50%的“奖金”。

按这篇报道的说法，如果施行这项计划，
美国可能要求德国、韩国和日本等美军驻在国
负担现有支出的5至6倍。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白宫已经责成国防
部提供美军在其他国家驻军所需费用和驻在
国分摊费用比例等数据，用于与这些国家后续
谈判和磋商，向对方施加压力。

现阶段不清楚“费用增加 50%”计划何时
正式成为美方对策。彭博新闻社报道，特朗普
的一些顾问不支持这项计划。不过，特朗普对
计划显现兴趣并已向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出“冲
击波”。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雷特·马奎
斯 8 日说，让盟友在防务方面增加投入、确保
公平分担美军驻扎这些国家的费用一直是美
方目标。谈及“费用增加50%”计划，马奎斯拒
绝提供详细内容。

讨要费用

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提及驻韩国和日本
美军的费用事宜，声称韩日必须“百分之百”负
担美国驻军的所有费用，否则美国可能撤军。
当时，记者说起韩国已负担驻韩美军费用的大
约50%，特朗普打断道：“为什么不是100%？”

就驻韩美军费用分担事宜，两国代表谈判
近一年，终于在8日正式签署第10份驻韩美军
费用分担协定，韩方分摊费用比上一年增加
8.2%。

彭博新闻社报道，特朗普在谈判期间告诉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我们要
求费用增加50%”，导致美韩代表几乎“谈崩”。

特朗普政府的新动向触动日本。日本
和 美 国 2016 年 签 署 驻 日 美 军 费 用 分 担 协
定，规定日本从当年 4 月起的 5 年内为驻日
美军负担总额 9465 亿日元（约合 572 亿元人
民币）经费，比上一个 5 年增加 133 亿日元（8
亿元人民币）。

日本媒体报道，这份协定将在 2021 年到
期，预期双方代表将在今年 12 月启动正式
谈判。

根据 1960 年生效的日美驻军地位协定，
日本向驻日美军提供的支持仅限于“设施和场
地”。随着日本经济走强，美方从上世纪70年
代中期开始向日方施压，要求负担更多驻军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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