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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娟：1943 年生，上海人，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

室原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她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

方研究和 20 多个型号推进剂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

用于固体推进剂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

杨佩娟记得：今年 4 月 16 日清晨，在电视

上看到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的直播，她激

动地写下一行字——“向三位航天英雄致敬！”

自 2005 年从中国航天科工六院退休后，

杨佩娟继续为航天事业发挥余热，她开始不断

搜集资料，整理素材、汇集成册。如今，她已积

攒了厚厚两大本，不仅回顾了本人的职业生

涯，还记载着中国航天里程碑式的发展进程。

从江南水乡走出，来到塞北大漠安家立

业，又与火箭打了一辈子交道。杨佩娟说，现

在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党员，但她

关注国家的发展，她为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如

此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

“努力学习，毕业后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杨佩娟在上海市南京西路张园的里弄间

出生长大，父亲曾任小学校长，从小便接受了

良好的教育，17 岁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

习物理力学，才走出了上海。

至今，杨佩娟还记得大学课本是由我国

导弹之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编著的《物理力

学讲义》。钱学森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近代力学系主任，也是杨佩娟的人生榜样。

“那个时候，学校名人云集，郭沫若是校

长，还有华罗庚等一批著名科学家。我就读

的化学物理系就是钱学森和郭永怀创办的。”

杨佩娟回忆，“当时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

力学习，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杨佩娟说，毕

业后，她像当初瞒着父母报考上海以外的大

学一样，瞒着父母报名分配到了远在内蒙古

的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的前身——第七机械工

业部第四研究院。送她上火车时，母亲流下

了不舍的眼泪，但她没有丝毫后悔……

“那个年代，同学们都在争着抢着响应国

家号召，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去。我也和大家

一样，也要这样做。”杨佩娟说。

就这样，从小就有花裙子、小皮鞋穿的杨

佩娟，从江南水乡来到了风沙肆虐的寒冷之

地，穿上了粗布衣、厚棉鞋，一头扎进简陋的

实验室，在艰辛的工作岗位安度时光。

“干了 40 年，从来没
有害怕过，也没想过放弃”

吃惯了青菜和小鱼虾，习惯了南方温润

的气候，初来内蒙古，杨佩娟生活很不适应，

但她从来没有纠结过生活条件的差距，因为

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克服困难、开展

工作上……

刚参加工作时，杨佩娟开始着手开展微量

推进剂能量测试的预先研究课题“微型比冲”。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课题涉及固体动力学方方

面面的知识，她发现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知识和

自己的实际工作不对口，开展工作十分吃力……

深处他乡，满怀年轻人初出茅庐时的迷

茫，促使她给钱学森先生写信诉说苦恼。很

快，她便收到了钱先生的回信：“我们在大学

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

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点

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

杨佩娟至今完好地珍藏着这封回信，她

说，正是被她视为终生恩师的钱学森先生的

回信，为她树立了实现人生价值的灯塔。

就这样，重新找回自信的杨佩娟潜心攻

克着工作上的一个个难关。一边查阅资料、

学专业知识，一边开展课题、做实验，和课题

组同事一起按计划完成了阶段研究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急需开展第三级

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研究，其中，燃料配方的研制

至关重要。而与配方研制配套的性能测试，需

要立即建立一个小试车台。这个光荣而艰巨的

使命，就落在了杨佩娟和她的团队肩上……

“性能测试既要了解配方，又要懂发动

机原理。设计合适的发动机配件，还要提高

测试精度，才能精准测出配方的性能。”杨佩

娟说。

当时经费物资短缺，只能白手起家。他

们跑遍院内的每个角落，把其他部门废弃的

设备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只能加班加点，

边学边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个可用

于测试的小试车台如期建成。

杨佩娟坦言，其实她的工作具有极高的

危险性。由于燃料配方有毒性，活性又非常

强，极易燃烧爆炸，制作和测试操作如同在刀

尖上行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泄漏等，甚至

还有同事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回想起

过去，杨佩娟不禁惋惜落泪。

尽管如此，杨佩娟说，“虽然危险的经历

数都数不过来，但干了 40 年，从来没有害怕

过，也没想过放弃。”

“搞科研工作会不断
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在创
新中求发展”

如今的中国航天科工六院，被誉为中国

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摇篮”，在中国航天史

上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今天的成就，正是从建

院伊始至今，像杨佩娟一样一代代航天人，用

孜孜不倦的奉献书写出来的。

“不存在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工作，搞

科研工作会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在创新

中求发展。”杨佩娟说。

杨佩娟十分注重学习新知识。1979年，不

懂微机的杨佩娟在所里第一个萌生了搞微机应

用的想法。她把年幼的孩子寄托在同事家，报

名参加了当时航天部举办的首期微机培训班。

半年多的学习，让她对微机着了迷，学习结束回

到家，还在思考着试验方案和软件设计……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她成功地将微机应

用于固体推进剂的性能测试，这是中国航天

科工六院历史上的首次，将原来的工作效率

提升了几十倍。之后，她看到一个固体推进

剂研究所当时还需要请托外单位进行配方理

论计算，费时费钱，她决定用微机开发。从确

定原理方法到编程和调试程序，杨佩娟解决

了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杨佩娟先后参与了“巨浪一号”潜地导弹用

发动机、“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

等 20多个型号推进剂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她

负责的“推进剂在旋转流场中燃烧特性的研究”

课题为同行摸索出成熟的研究条件和方法。

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部级科技进步

奖、全国三八红旗手、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

范、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杨佩娟一生荣

誉满满，但她说，这些奖项的背后是团队的共

同奋斗，也包含着她对家人的亏欠：由于忙于

工作，一拖再拖，老母亲从病倒到病故的半年

多时间里，她没请过一次假；她只有一个孩

子，却很少有时间陪伴和照顾孩子，把有限的

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无限的工作中……

如今，刚参加工作时被同事称为“上海姑

娘”的杨佩娟已近耄耋之年。她家写字台上

的电脑旁，一本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编程书籍

是她经常学习的。“热爱是奋斗的最大动力。

人就是这样，干一行爱一行，把工作变成爱

好，人才能进步。”她说。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杨佩娟半个多世纪专注科研——

“把工作变成爱好，人才能进步”
本报记者 吴 勇

本报北京 5月 31日电 （记者喻思南）“人才强国

的号角已经吹响，青年人才大有可为”“要耐得住寂寞，

要勇于创新”……5 月下旬以来，由中国科协发起的

“寄语祖国、创新争先”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得到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积极响应，他们以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

工作场景为背景，录制短视频表达对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信心和期待，以及立足岗位、创新争先、拼

搏奉献的誓言和决心。

“寄语祖国、创新争先”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是第

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的一部分，杜祥琬、倪光

南、陈和生等 20 余位院士专家为活动发来了寄语。

“寄语祖国、创新争先”主题活动开展

左图：杨 佩 娟

在家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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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修订民法典、刑法修正案（九）、刑法

修正案（十一）、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台一系列司法解

释、规范性文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

和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建立健全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

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等保护制度机制。国务院

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

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加强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教育部门、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妇

联、共青团等多部门会商、联动工作机制建设，

推动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形成合力。

国务院连续颁布实施四个周期的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前不久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

要（2021—2030 年）》制定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

目标和策略措施，国家和地方各级妇儿工委积

极组织推动实施；《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

划（2013—2020 年）》提出严格落实侦办拐卖儿

童案件责任制，严格执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

制，保护儿童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努力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印发《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中小学德育工作提供

基本遵循；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

准（2022 年版）》，系统推进课程教材建设；推动

“双减”落地，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

价体系逐步建立。

…………

从中央到地方，儿童发展被纳入重点工作

统筹推进，儿童优先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落

实，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

完善，全社会参与的儿童工作机制进一步巩

固，儿童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儿童发展的主要

目标基本实现

十年春秋，硕果累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儿童

发展在健康、教育、福利、社会环境和法律保护

等领域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

——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那时乡里孩子吃午饭没有保障，有的用

辣椒拌饭吃，有的烧土豆充饥。”10 年前，看着

体质瘦弱的学生，在贵州省黔西市花溪彝族苗

族乡花溪小学从教的陈安贵揪心不已……

“如今，学校食堂设施齐备，米油果蔬统一

配送，顿顿有肉、荤素搭配成为营养餐标配。”

现已担任花溪小学校长的陈安贵说。

为改善儿童因营养不良导致的发育迟缓等

问题，国家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覆

盖 832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累计有 1120 万儿童

受益。截至 2021 年底，28 个省份实施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 12.38 万所，2021 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由每生每天

4 元提高至 5 元。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实施

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

等公共卫生项目，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普惠性教育资源供给持续扩大。

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深山中，曾有不

少孩子，特别是女童因错过最佳上学年龄而成

为大龄低年级学生，立古曲子就是其中一名。

2019 年，马边县探索创办“桐华培优班”，托起

了山区许多孩子的人生梦想……

“我和弟弟妹妹都走进了校园，能读书真

的很幸福。”立古曲子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

如今的她对未来充满希望……

不仅仅是马边县，国家连续实施三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持续扩大普惠性教育资源供

给。2020 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 85.2%，

比 2010 年提高 28.6 个百分点。 2020 年，小学

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9.96%，且 10 年来均保

持 在 99.7% 以 上 ，初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保 持 在

100%以上。

——儿童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优化。

2020 年，教育部发布《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多地司法机关、妇联、关工委共同探索开展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的家庭教育指导；全国妇联启动

实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联合多部门制定实

施家庭教育工作五年规划……在各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2020 年，全国共有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站点 40.6万个，培训 5623.6万人次。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予童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依托全区儿童之家，为孩子和家长提供

家庭教育、儿童美育等活动及课程 2000 余场，

活跃在基层一线的儿童服务机构和工作者，正

助力儿童服务迈向专业化。截至 2020 年底，全

国共有社区服务中心（站）44.8 万个，共有儿童

之家（或儿童中心）超 32 万个。

——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大力推进，

针对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严厉打击，拐卖儿

童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20年，全国

未成年人得到法律机构援助共计 120497 人次，

比 2010年增加 32967人次，增长 37.7%。

一项项举措、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守护

儿童健康发展的决心与责任。在各级党委和

政府、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以及全社会的辛勤

耕耘下，我国儿童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关心关爱走向普惠
——进一步加大对困

难儿童的保障力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浙江省玉环市芦浦镇通

过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收到来自福建省福

鼎市贯岭镇关于儿童小义（化名）的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认定申请。经审查，小义系浙江省玉

环市人，自父母离异、父亲亡故、母亲失联后，

现随外祖母在福建省福鼎市居住上学。

玉环市、福鼎市两地迅速行动，利用全国

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实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

定申请受理全国首例“跨省通办”。小义自 7 月

起便享受到由玉环市民政部门发放的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2019 年 6 月，《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印发，首次将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保障范围。截至 2020
年，全国共有 25.4 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

保障范围。

近年来，随着《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

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的意见》等文件陆续出台，党和政府进一

步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

的关爱和保障力度，从基本生活、就学、福利、

医疗保障、社会融入等方面，帮助解决他们及

家庭的实际困难：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独立的儿童福利

和救助保护机构 760 个，比 2010 年增加 280 个；

机 构 共 有 床 位 10.1 万 张 ，比 2010 年 增 加 4.5
万张。

2019 年起，全国妇联、教育部、民政部等部

门常态化开展寒暑假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共

动员各类志愿者 906.9 万名，结对帮扶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521.9 万名，受益儿童及家

长 6049.2 万人次。

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建立实施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2011 年以来，全国共

有 126.6 万人次 0—6 岁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救助

服务。

…………

“只有我努力了，才能改变我的命运，才能

回报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来自西藏当雄县的

藏族姑娘玉卓玛在“春蕾计划”的资助下，顺利

完成小学至大学学业。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实施的“春蕾

计划”不断创新发展，资助从最初以义务教育

阶段为主拓展到高中、大学阶段，从对女童的

资助到对春蕾教师的培训，再到职业教育、女

童保护，对留守女童开展亲情陪伴等。 10 年

来，超过 176 万名女童在“春蕾计划”的帮助下

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让 温 暖 关 爱 惠 及 更 多 孩 子 ，共 识 成 为

行动。

中宣部等部门举办“我的书屋·我的梦”农

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国家体育总局等实

施“圆梦工程”农村未成年人体育志愿服务，共

青团中央深化实施“情暖童心”“童心港湾”关

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项目……各部门通过系

列活动提供全方位的关爱和帮扶，让留守和困

境儿童生活有保障、困难有帮扶、心灵有关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

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

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新时代少年儿童

正茁壮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

准备着！

年近八旬，杨佩娟对电脑、电子产品、手

机软件十分精通，给记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对待生活如是，对待工作依然如是。正

是她努力学习并尝试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积极乐观，勤于学习，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才

能够不断在科研领域取得新突破。

工作至今，杨佩娟从江南水乡到塞外草

原已接近一个甲子。虽乡音未改，但骨子里

并没有半点江南女子的柔弱。采访过程中，

记者处处体会到她做事不遗余力、追求完美

的执着精神。在她的带动下，她的同行、学

生、后辈，也凭借对科研事业的坚韧执着，不

断进取，让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向前。

热爱是奋斗的最大动力

■记者手记R

右图：年轻时的杨佩娟在工作中。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供图

白芝勇（见下图，吉祥庆

摄）个子不高，眼神清澈，视

力颇佳，多少重大工程的精

密 测 量 ，靠 的 就 是 这 双 眼

睛。见到中铁一局第五工程

有限公司测量工高级技师白

芝勇时，他正聚精会神地盯

着电脑，琢磨着软件功能和

使用，没注意到有人来……

0.3 毫米，是高铁轨道上

下左右控制的最大误差。风、

光、温度、湿度、材料应力，甚

至一点灰尘、一串脚步，都会

影响精密测量的准确性。白

芝勇说：“我们的高铁速度越

来越快，运营里程越来越长，

我们工程精密测量的水平也

得跟得上，不学习哪行。”

测量脚架支好，仪器出

箱 ，装 上 脚 架 ，对 中 整 平 调

准 ，这 是 最 基 本 的 观 测 练

习。“你用多久？”白芝勇问正

在 操 作 的 徒 弟 。“3 分 钟 ，地

面 条 件 不 好 可 能 得 10 分

钟。师傅您呢？”“40 秒。”

精测讲究一个“快”，为

啥？“你身边的环境是不断变

化的，用手操作仪器都会有

带动误差，动作越快，测得越

准。”白芝勇说，“咱搞精测，

就是要找人器合一的感觉。”

刚到精测队那会儿，为了

这个“快”，只要不外出工作，白芝勇就在渭河河堤上练

习，自己给自己卡时间，一天光是摆仪器这个动作就反

复 50多次。做完一整套动作，10分钟、5分钟、1分钟、

50 秒、40 秒……他笑称，应该是把动作中所有的水分

都挤干了。“把技能变成本能”，这是白芝勇的口头禅。

2012 年，白芝勇接到了江苏省南京市纬三路过

江隧道的测量任务，这个穿越长江的江底隧道全长

3.6 公里，水压大、地质复杂。白芝勇牵头的团队要

为盾构机指路，断面 180 平方米的庞然大物从南岸

到北岸，误差不能超过 5 厘米。

盾构施工本来就带有弧度和曲线，运行过程中

到达的每个点的坐标都有变化，再加上复杂的温度、

湿度、周边震动等因素影响，要以如此小的误差让盾

构机成功“跳出”，难度超乎想象，任何一个小失误都

会导致盾构机出洞时挤垮钢圈和洞门。

白芝勇使出了浑身解数，除了 GPS 定位，他首

次使用了“洞内交叉导线网法”，在原来 1 个测量环

的基础上，增加了至少 6 个测量环，使得每一个控制

点都得到反复运算印证。再加上陀螺定位和竖井定

向的方法，为隧道精测加上 4 把“锁”。

900 多个日夜，白芝勇始终处于极大的压力之

下，他不停查阅资料，反复思考……

隧道贯通的那一天，白芝勇在江北急切地等待，

不断用对讲机和隧道内的工作人员确认状况。直到

江面上泛起一阵水泡，盾构机缓缓爬出，正中靶心！

一算误差，仅仅只有 12毫米——一个小拇指的宽度！

每年近 300 天奔波在外，白芝勇最难面对的就

是离家的那一刻……每次出门，妻子和孩子守在门

口送别，白芝勇都不敢回头：“一回头，我肯定得掉眼

泪，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技术每天在变，学习永远不能掉队。白芝勇打

开手机，向记者展示最新的隧道智能监测系统：“你

瞧，这是我们刚刚与长安大学合作开发的监测系统，

可以实时监测隧道内的震动、水位等数据，不仅节省

人工，更方便我们了解隧道的‘健康状况’。”

白芝勇给自己定的目标很具体：每两年搞一个

科研项目，每年争取获国家专利两项，带出徒弟两三

个；每天也有小目标，至少学习一小时。“越干越爱，

越爱越干！”白芝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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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间，超 4 万公里的高铁运营里程

中，白芝勇和他的团队精测的路线几乎占

1/10。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

室”先后取得国家专利 21项、科研成果 4项，

为工程建设培养了 150多名测量技术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