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载景海鹏、刘旺、刘洋的神舟九号发射升空，我国成

为第三个完全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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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神舟十二号飞船前往中国空间

站核心舱，是汤洪波成为航天员 11 年后

的第一次飞行任务。

一对剑眉透着英气，脸上挂着阳光般

的笑容，这是汤洪波给人的印象。他常说：

“我热爱飞行！”

1995 年秋，空军长春飞行学院招收飞

行学员的消息让汤洪波心潮澎湃，“我要

守卫祖国的蓝天，像英雄前辈们一样，做

点我能做的事！”他如愿以偿进入空军长

春飞行学院保定分院。

2009 年，我国开始第二批航天员招录

选拔。此时已担任飞行大队长的汤洪波

义无反顾地报了名。他向往“飞得更高，

飞得更远”。

经过多轮选拔，汤洪波以优异的成绩

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队伍。航天员是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在 4 年左右的

时间里，要完成基础理论、体质训练、航天

环境耐力与适应性训练等八大类上百个

课目的训练。

模 拟 失 重 训 练 一 度 难 住 了 汤 洪 波 。

这项训练要求航天员穿着水下训练服持

续在水下工作数个小时，服装加压后硬邦

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

他向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明请教，

刘伯明安慰他：“刚开始穿不适应，是很正

常的反应。”在后来的训练中，他努力让自

己放松下来，终于跨过了这道难关。

一次 48 小时沙漠救生训练让汤洪波

印象深刻。他和杨利伟分到一组，当时赶

上沙尘暴，他们顶着大风，耗时许久才把

帐篷搭好。之后，他们又背着行囊、拄着

拐杖从沙漠中走出来。

“2016 年，我入选过神舟十一号飞行

任务备份航天员。现在，我终于快实现飞

天梦想了！我感觉今天的自己比 5 年前

准备得更加充分。”汤洪波说。

（余建斌、占康）

首次执行飞行任务，汤洪波——

“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24 年 间 ，3 次 飞 天 ，平 均 相 隔 约 8
年。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

天的一大步里。这份荣耀，一生自豪！”这

是神舟十二号乘组指令长聂海胜的心声。

2005 年 10 月 12 日到 16 日，费俊龙、

聂海胜驾乘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出色完成

了各项操作。此时，距他加入航天员大

队，过了近 8 年。

1998 年 1 月，聂海胜入选我国首批航

天员。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和过硬的心

理素质，聂海胜入选神舟五号飞行任务备

份航天员。那一次，杨利伟首飞成功。不

久之后 ,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提上

日程。聂海胜以优异成绩入选神舟六号

飞行任务乘组。

2013 年 6 月，聂海胜作为指令长带领

乘组航天员张晓光、王亚平一道驾乘神舟

十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在轨飞行 15
天，圆满完成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手控

交会对接、航天医学试验等任务。距上次

执行任务，又过了近 8 年。

航天员队伍里最年长的聂海胜，为了

增强身体素质，各项操作技能训练和体质

锻炼从未间断。他在航天生理功能的骨

骼代谢、心肺和心血管功能等方面始终在

优良等级。

今年 6月，聂海胜再次作为指令长和刘

伯明、汤洪波一起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

行任务，这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距上次执行任务，恰好又过了 8年。

聂海胜一直跟其他航天员一样，训练，

训练，再训练。飞天之路不是浪漫的散文

诗，每一步都倾注着航天员的心血。

对于空间站，聂海胜充满期待：“一定

要把载人航天‘第三步’完成好，把空间站

建好。”

第三次出征太空，聂海胜——

“这份荣耀，一生自豪！”

“我非常期待站在机械臂末端，张开

双臂，面向茫茫宇宙。”即将再度出征的刘

伯明信心满满。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刘伯明、景海鹏

的协助和配合下，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

舱，完成了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任务。

如今，刘伯明将再上太空。

在航天员大队公寓门口立着 8 个大

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这也是刘伯明

的执着信念。

2008 年“神七”任务中，当翟志刚将要

漫步太空时，出现了两个小“意外”：一是开

启舱门时遇到了麻烦，翟志刚用力拉了 3
下，舱门丝毫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驶

出测控区，舱门必须尽快打开，否则出舱活

动就无法进行，“神七”任务的核心目标就

无法实现。这时，刘伯明递过来一把开舱

辅助工具，他们清楚，使用辅助工具撬开舱

门，有可能给舱门密封造成损伤。但无论

如何都得出去，不能让全国人民失望。在

刘伯明的协助下，翟志刚使用辅助工具，终

于打开了连接浩瀚太空的舱门。

然而，紧张的心情还未平复。耳机里

突然传来火灾报警声。刘伯明镇定地将

国旗递给翟志刚，当翟志刚在舱外展示五

星红旗时，他转身飘向轨道舱内检查火灾

点。他压低嗓门平静地跟舱外的翟志刚

说：“如果起火了，我们也回不去了。程序

继续吧。”在他们脑海里，当时想到的只有

祖国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

2019 年 12 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十二

号任务飞行乘组。神舟十二号任务的复

杂性、艰巨性，远超以往历次载人航天任

务。最辛苦的还是模拟失重出舱活动训

练。人在加压后的训练服里，每次“举手

投足”都十分困难。由于戴着头盔，只能

通过腕部反光镜观察，脚隔着厚厚的鞋

子没有触觉，更别说攀爬、拧螺丝等更高

难度的操作了。

“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有幸参与载人航天这个伟大的事业。”刘

伯明说。

13年后再飞天，刘伯明——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6 月 16 日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办公

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会。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助理季启明

宣布，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发射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

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组成，聂海胜担

任指令长。

这次航天员要做什么？

计划开展两次出舱活
动，在轨期间主要完成 4项
任务

神舟十二号飞行中，飞行乘组将在

轨完成 4 个方面的主要工作，计划开展

两次出舱活动及舱外作业。

4 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展核心舱组

合体的日常管理。包括天和核心舱在

轨测试、再生生保系统验证、机械臂测

试与操作训练，以及物资与废弃物管理

等。二是开展出舱活动及舱外作业。

包括舱外服在轨转移、组装、测试，进行

两次出舱活动，开展舱外工具箱的组

装、全景摄像机抬升和扩展泵组的安装

等工作。三是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

术试验。进行空间应用任务实验设备

的组装和测试，按程序开展空间应用、

航天医学领域等实（试）验，以及有关科

普教育活动。四是进行航天员自身的

健康管理。按计划开展日常的生活照

料、身体锻炼，定期监测、维持与评估自

身健康状态。

季启明介绍，按照空间站建造任务

规划，今明两年计划实施 11 次飞行任

务，包括 3 次空间站舱段发射，4 次货运

飞船以及 4 次载人飞船发射，2022 年完

成空间站在轨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

室之后，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

阶段。

此次任务有哪些特点？

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
支持下，首次开展较长时间
的出舱活动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

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第四次飞行任

务，也是我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任务将进一步验证载人天地往

返运输系统的功能性能，在轨验证航天

员与机械臂共同完成出舱活动及舱外

操作的能力。同时，将全面验证航天员

长期驻留保障技术，包括再生生保、空

间站物资补给、航天员健康管理等航天

员长期太空飞行的各项保障技术。

此外，任务还将开创两个首次：航

天员将在机械臂的支持下，首次开展较

长时间的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的设备安

装、维修维护等操作作业；着陆场从内

蒙古四子王旗调整到东风着陆场，首次

开启着陆场系统常态化应急待命搜救

模式。

太空生活环境咋样？

3个独立卧室和 1个卫
生间，可与地面双向视频通
话和收发邮件

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后，将执行

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核

心舱提供了 3 倍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的航天员活动空间，配备了 3 个独立卧

室和 1个卫生间，保证航天员日常生活起

居。航天食品方面，配置了 120 余种营

养均衡、品种丰富、口感良好、长保质期

的航天食品。就餐区域配置了食品加

热、冷藏及饮水设备，还有折叠桌，方便

航天员就餐。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用于航天员日常锻炼。

“通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

备，可实现空间站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

话和收发电子邮件。”季启明说，“此外，

空间站核心舱还配置了再生式生命保

障系统，包括电解制氧、冷凝水收集与

处理、尿处理、二氧化碳去除，以及微量

有害气体去除等子系统，能够实现水等

消耗性资源的循环利用，保障航天员在

轨长期驻留。”

3 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约 3 个月

后 ，将 搭 乘 飞 船 返 回 舱 返 回 东 风 着

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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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上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

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举行，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3 名

航天员亮相并回答记者提问。

问：这次飞天，驻留时间长达 3 个月，

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聂海胜：这次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

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我有幸能够开跑

空间站建设的“第一棒”，有很多期待。首

先，我们要把空间站核心舱这个太空家园

布置好，还要开展一系列关键技术验证试

验，任务很艰巨，挑战也很多。有全国人民

的美好祝福，有工程全体的支持和鼓励，以

及前期训练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有底气、

有信心，也有能力完成好此次任务。

问：神舟十二号有多次出舱任务，有怎

样的期待，为太空行走做了哪些准备？

刘伯明：“神七”任务时，我们经历了一

些险情，当时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无论

如何，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一定要让五星红

旗在太空高高飘扬。最终，我们做到了。

这次神舟十二号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

而且是多次出舱，任务更加复杂，我相信，

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席，为此，我们进行了

严格、系统、全面的训练，无论困难多大、风

险多高、任务多重，我坚信，有专业人员的

地面支持，有我们乘组 3 位帅哥的密切配

合，我们一定满怀信心，迎接一切挑战。特

别是身着我国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服，

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太空

必将留下更多中国身影、中国足迹。我的

期待也是你们的期待，当我站上机械臂，面

向茫茫宇宙，极目璀璨的银河，我期待亿万

国人随我们一起体验。

问：入选飞行乘组的心情如何？

汤洪波：有压力更有信心。我是第一

次执行任务，压力难免会有，因为神秘的太

空充满着许多未知，空间站任务也充满风

险和挑战。但我坚信，压力就是动力，信心

保证成功。经过 11 年的学习训练和磨砺

考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我们团队充满

信心，我将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出征太

空，心情十分激动。我们一定会乘组一心，

团结协作，建造好我们的太空家园。

上图：聂海胜（中）、刘伯明（右）、汤洪

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

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在浩瀚太空留下中国足迹
——对话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余建斌

●搭载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的神舟十号发射，我国开启首次应用

性太空飞行

●杨利伟驾乘神舟五号向

太空进发，我国第一艘载人

飞船发射成功

●费俊龙和聂海胜驾乘神舟六

号进入太空，是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

●搭载翟志刚、刘伯明、景

海鹏的神舟七号成功发

射，我国成为第三个掌握

出舱技术的国家

●搭载景海鹏、陈冬的神舟十一号发射，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

留时间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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