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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7 日 1 时 59 分，在人们

的热切期盼中，历经 23 天的太空之旅，探

月工程嫦娥五号返回器怀揣取自月球的

土壤，稳稳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

着陆区域。这是人类时隔 40 多年后再次

完成从月球采样返回的壮举，创造了 5 项

“中国首次”，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地月往

返能力，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

定了坚实基础。

这也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

步走规划的完美收官。从嫦娥一号实现

我国月球探测“零的突破”，到嫦娥五号月

球采样返回，我国探月工程不仅开启了人

类月球探测新篇章，书写了中国的探月传

奇，也在实践中凝练了“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

满成功后，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发出贺电指出：“人类探索太空的步伐永无

止境。希望你们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

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

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为建设

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

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贡献！”

探月工程“六战六
捷”，开启人类月球探
测新篇章

伟大精神孕育于伟大工程实践中。

新世纪伊始，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世界

科 技 发 展 趋 势 和 我 国 经 济 科 技 发 展 大

势，作出实施探月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

确定“绕、落、回”三步走总体规划。2004
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计划在 2007 年实

现绕月探测，2013 年前后实现月面软着

陆探测与巡视探测，2020 年前后实现月

面采样返回。

“月球探测是国际宇航界深空探测

领域的第一站，也是中国航天界深空探

测领域的首选战。”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

指 挥 、国 家 航 天 局 原 局 长 栾 恩 杰 院 士

说 。 当 我 国 运 载 火 箭 研 制 达 到 一 定 水

平、具备进入外太空的能力之后，中国航

天人迫不及待地将视野投向深空，要探

索更广袤的宇宙，离地球最近的月球成

为首选目标。

千百年来，皎皎明月寄托了中华民

族无尽的想象与情感。因此，探月工程

又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嫦娥”，象征着

航天人将神话变为现实的美好梦想。

然而，要探索 38 万公里之外的月球，

对当时的中国航天来说，面临着太多的

困难与挑战。

测控体系就是一大难关。“当时我们

的测控能力在距地球七八百公里最强，

最远只能接收到 7 万公里的卫星信号。”

中国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

回忆，38 万公里给测控带来不少挑战，由

于嫦娥一号的外形较小，安装在卫星上

的雷达体积也不能过大，这成为测控通

信的重大瓶颈。还有全新的太空环境带

来的种种挑战，这些难题都需要一一攻

克。“深空谁也没去过，所有探索都是头

一次。”孙家栋说。

2007 年 10 月 24 日，中国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世界的目光汇聚于此。在这个

有着“月亮城”之称的高原航天城，“嫦娥

奔月”的神话第一次梦想成真，我国探月

工程迈出了“绕”的第一步。中国探月工

程月球科学应用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

远院士表示，嫦娥一号在轨工作 494 天，

获取了我国首幅月面图像和 120 米分辨

率全月球立体影像图、高程图、月表元素

含 量 分 布 图 等 ，2009 年 3 月 1 日 受 控 落

月，圆满完成“绕”月任务。

“嫦娥一号掌握了绕月探测技术，初

步构建了月球探测的航天工程体系，实现

了中华民族飞天揽月的千年夙愿，是中国

探月‘零的突破’，成为继人造地球卫星、

载人航天飞行取得成功之后，我国航天发

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栾恩杰说。

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表示，在工程

全线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从 2004 年

立项到 2020年收官，嫦娥一号、嫦娥二号、

嫦娥三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嫦娥四号、

嫦娥五号“六战六捷”，探月工程圆满实现

三步走战略目标，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

人类福祉，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贡献

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探月精神成为我
国航天事业在新时代
不断取得新辉煌的巨
大动力

张克俭表示，伟大实践催生伟大精

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探月精神

植根于工程全线 17 年的奋斗历程，随着

工程的深入实施，探月精神的内涵逐渐

丰富，发挥着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探

月精神既是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又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我国航天事业

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辉煌的巨大动力。

追逐梦想，是探月精神的活力源泉。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千百年来，从

“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我们的祖先不

断 抒 发 着 对 宇 宙 的 浪 漫 想 象 和 探 索 激

情。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探月工程，

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

之梦。从初探月宫到详细勘察，从月面巡

视到月背探秘，从遥感观测到取样返回，

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

实施，都生动诠释了梦想的力量。探月梦

连着航天梦、中国梦，勇于追梦、敢于逐梦

的探月精神，不仅托起了探月工程，也为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增进

人类福祉提供了强劲动力。

勇于探索，是探月精神的关键核心。

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

力。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一道道科学

难题的破解，无不是中国航天人勇于探

索、敢于创新的生动体现。在探月工程的

实施过程中，工程全线坚持自力更生、自

主创新，勇下先手棋、敢做“第一人”，奋力

攀登世界航天科技的制高点。嫦娥三号

圆满完成“落”月任务后，作为备份的嫦娥

四号，是再实施一次类似于嫦娥三号的落

月任务，还是勇闯科学探索的“无人区”？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说：

“我们认为应该赋予四号更强的生命力和

更多功能，探索此前从未有人类探测器到

达的月球背面。”嫦娥四号实现了多个世

界首次，率先揭开了月背的神秘面纱。正

是“勇于探索”的精神，激励着探月工程稳

步向前迈进，为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伟大

事业作出卓越的中国贡献。

协同攻坚，是探月精神的根本支点。

探月工程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生动展现。亿万双

手，托举“嫦娥”；亿万颗心，牵挂“嫦娥”。

探月工程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

发射场、测控与回收、地面应用等系统组

成，是一项复杂的多学科高技术集成规模

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探月每一次突破、

每一步跨越，都凝结了数千家单位、数万名

科技工作者与解放军指战员的心血和智

慧，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全国各

方科技资源大力协同、密切配合，集体决

策、攻坚克难，树立了协同创新的典范。

合 作 共 赢 ，是 探 月 精 神 的 时 代 特

征。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和平利用太空是中国航天的一贯宗旨。

中国探月已成为全球航天合作中的重要

力量，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了中

国方案。作为航天传统中“大力协同”观

念的进一步延拓，探月工程从国内各系

统、各单位、各部门的合作提升为多国研

究机构、科学家和工程师广泛高层次的

国际合作，使探月精神具备了鲜明的新

时代特征，承担起了为人类文明发展添

砖加瓦的使命。嫦娥四号探测器上，就

搭载了荷兰、瑞典、德国和沙特 4 个国家

的科学载荷，取得了一系列探测数据，各

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研究，共同拓展了人

类对月球的新认知。如今，中国探月的

朋友圈越来越大。

大力弘扬探月精
神，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

实践孕育精神，精神又成为实践的

动力源泉。探月精神不仅是探月工程的

制胜法宝，也是我国后续推进深空探测

事 业 、加 快 建 设 航 天 强 国 的 精 神 密 码 。

探月精神不仅拓展了新时代航天精神的

内涵，还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将

为航天梦、中国梦汇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从月球、火星再到更遥远的行星际

穿越，中国航天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探

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同时担任了嫦娥

四号探测器的总设计师。从 38 万公里到

4 亿公里，从登月到探火，未知的深空环

境、超远距离测控通信、探测器自主着陆

等等，每一个环节都面临各种挑战。“太

空探索永无止境，探月精神激励着我们

不 断 追 求 新 的 梦 想 ，不 断 实 现 新 的 突

破。”孙泽洲说。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介绍，探

月工程将继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近期

将实施探月工程四期，对月球极区开展

资源勘查、科学研究及技术验证。”完成

“绕、落、回”三步走以后，我国月球探测

的下一步目标将是“驻”，开展月球科学

深化研究与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有人和

无人两种探测形式将同步开展、互为补

充，同步开展‘建站’和‘登月’，即建立国

际月球科研站和实现载人登月，最终实

现人机联合探测，科学研究和平利用月

球资源。”吴艳华说。

特别是在月球科研站的建设上，我国

大力弘扬探月精神中的“合作共赢”，中国

和俄罗斯联合牵头倡导建设国际月球科

研站，与国际社会一道联合开展论证和建

设，目前欧空局、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和相

关国家等积极响应。

在行星探测方面，天问一号圆满成

功之后，还将实施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

返 回 、木 星 系 及 行 星 际 穿 越 等 探 测 任

务。同时开展太阳系边际探测实施方案

论证和小行星防御的论证工作。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

向航天强国迈进的足音铿锵。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大力弘扬和践行探月精神，

中国航天人必将在新起点上再立新功，不

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弘扬探月精神 建设航天强国
本报记者 冯 华

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
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
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2日在会
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
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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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嫦娥四号着陆器嫦娥四号着陆器。。 国家航天局国家航天局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国家国家““十三五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展出的月球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展出的月球样品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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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月面工作示意图组合体月面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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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玉兔二号在月背行走玉兔二号在月背行走。。 国家航天局国家航天局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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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是我国月球和

深空探测工程总体设计单位，这里有一群年轻人，他

们跟探测器和火箭打交道，他们追逐星星和月亮，他

们胸怀牧星耕宇的凌云壮志，坚信惟其艰难、方显勇

毅的人生信条，敢于逐梦、勇往直前。他们就是探月

与航天工程中心青年突击队。

“每次重大任务实施前，中心都会组建一支青年

突击队。青年突击队灵活机动，是攻坚克难的先遣

队，哪里有急难险重的任务，哪里就有我们。”嫦娥五

号任务青年突击队队长高磊说，啃最硬的骨头，打最

难的仗，救最急的火，中心的年轻人一茬接着一茬，

青年突击队永远冲在最艰难的一线。

2018 年 4 月 20 日，执行嫦娥四号中继星发射任

务的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从技术区转场到发射区，

竖 立 在 了 发 射 台 上 。 当 晚 9 点 ，突 然 下 起 瓢 泼 大

雨。雨情就是警情，青年突击队员第一时间完成集

结，赶赴发射塔架。冒着大雨，他们对近 50 米高的

火箭逐层进行详细检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排

查中，在火箭电缆附近区域发现大量水渍，有造成电

缆渗水的危险。青年突击队员逐一把可能存在的隐

患排除，并重新包扎固定好。等大家回到宿舍写完

排查总结，天已蒙蒙亮。

2020 年，嫦娥五号任务进入发射实施的关键时

期。青年突击队在发射场上塔架、下厂房，面临突发事

件，干个通宵是家常便饭。针对主发射窗口由 10月调

整至 11 月这一重大临时变化，他们积极配合总师系

统，组织相关系统开展集同设计，完成了新一轮发射窗

口搜索和轨道设计，用一个月完成了以往近 3 个月才

能完成的工作，为准时实施发射作出了重要贡献。

嫦娥五号发射成功后，23 个日夜的测控通信也

是一场大考。“晚上不能睡，白天睡不着，跟着月亮的

节奏‘上班’。”青年突击队员王琼说，那段时间可以

用“十年坚守、一月冲锋”来形容，直到返回器划破夜

空、成功着陆那一刻，大家才欢呼雀跃，释放出成功

的喜悦。

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青年突击队

无悔青春

逐梦星河
冯 华 周庆华

“我小学就选修了航天课作为第二课堂，平时也

特别喜欢看宇宙知识，能目睹月壤，感觉太幸福了！”

回忆起暑假里近距离观赏月壤的经历，深圳市的中

学生张小宇依然兴奋不已。

今年 6 月 11 日，由深圳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

馆、北京天文馆和上海科技馆联合主办的“眼界——

人类观天手段之沿革”展览在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

馆开幕，展期跨越暑期，持续至 9 月 12 日结束，共吸

引了 18.7 万名观众前来参观。

“月壤就放在一个叫‘水晶尊’的特殊容器里，大

家在玻璃柜前面堵得水泄不通，都睁大了眼睛，屏气

凝神地看着里面的珍贵月壤。”展览期间，深圳市民刘

莎莎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多次前往展览打卡。

“小时候常常抬头看月亮，没想到有一天可以看到来

自月球的土壤，还是我们的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刘莎莎说。

“这次月壤的展出非常轰动。”深圳博物馆自然

科学研究部“眼界”展览策展人李百乐说，在展厅随

便逛逛与观众闲聊，发现参观群众来自全国各地，大

家 对 于 天 文 和 航 天 非 常 关 注 ，看 展 的 需 求 大 、兴

趣高。

“此次展览恰逢暑假，虽然考虑到防疫要求进行

了限流，但参观的学生还是不少。”李百乐说，“孩子

们的求知欲很强，掌握的天文知识比我们想象中还

要丰富。能够亲眼见到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壤，不

仅是一次很好的自然科学教育，还可以激发爱国主

义热情，给孩子们打开一扇探索宇宙和自然科学的

大门。”

撤展后，为了满足许多人未能到现场一睹月壤

的遗憾，深圳博物馆专门上线了 360 度虚拟展厅，通

过深圳博物馆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就能云游展厅，再

睹月壤的风采。

深圳博物馆展出月球“特产”

近观月壤

激荡豪情
本报记者 洪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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