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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

行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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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射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

此次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的第六次

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

行 任 务 ，航 天 员 乘 组 将 在 轨 工 作 生 活 6 个

月。按计划，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

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

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这是中

国空间站目前最大的构型，总质量近百吨。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

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乘组轮换条

件。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 F 遥十

五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十五号航天

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

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将实现航天员乘组首次
在轨轮换

据介绍，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邓清

明和张陆组成，费俊龙担任指令长。航天员

费俊龙参加过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邓清

明和张陆都是首次飞行。目前，执行此次发

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五火箭即将开始推

进剂加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任务将实现航天员

乘组首次在轨轮换，迎来 6 名中国航天员同

时在轨飞行的历史时刻。

季启明介绍，神舟十五号飞行任务是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棒，也是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一棒，具有承前启后的

重要作用。

任务期间，乘组将重点开展 6个方面工作。

一是开展空间站三舱状态长期驻留验证

工作；二是完成 15 个科学实验机柜解锁、安

装与测试，开展涵盖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航

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 40 余项空间科学

实验和技术试验；三是实施 3—4 次出舱活

动，完成梦天舱扩展泵组和载荷暴露平台设

备安装等工作；四是验证货物气闸舱出舱工

作模式，与地面协同完成 6 次货物出舱任务；

五是开展常态化的平台测试、维护及站务管

理工作；六是开展在轨健康防护锻炼、在轨训

练与演练等工作。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将

迎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的来访对接，计划明年 5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计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
任务后返回

今年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

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生活 176
天。神舟十四号乘组在轨任务安排饱满，可

以说是空间站任务实施以来的“最忙乘组”。

任务期间，乘组与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

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见证了诸多中

国载人航天的历史时刻，经历了 9 种组合体

构型、5 次交会对接、2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位

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载人航天又创造了

多个“首次”：首次实现两个 20 吨级的航天

器 在 轨 交 会 对 接 ；首 次 实 现 空 间 站 舱 段 转

位；航天员乘组首次进入问天、梦天实验舱，

开启中国人太空“三居室”时代；首次实现货

运飞船 2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了世

界纪录；首次利用气闸舱实施航天员出舱活

动 ，并 创 造 了 一 次 飞 行 任 务 3 次 出 舱 的 记

录；首次使用组合机械臂支持航天员出舱活

动 ；航 天 员 乘 组 首 次 在 轨 迎 来 货 运 飞 船 来

访 。 此 外 ，即 将 首 次 开 展 飞 行 乘 组 在 轨 轮

换，迎来 6 名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的历

史时刻。

季启明介绍，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计

划于一周内完成在轨轮换任务，返回东风着

陆场。“按照计划，神舟十四号乘组返回前要

把空间站设置为六人在轨模式，为新乘组入

驻做好准备。乘组轮换期间，主要完成空间

站组合体与物资状态以及实验项目的工作交

接。同时，神舟十四号乘组还将为返回地面

继续开展相关针对性准备工作。”

我国已完成载人月球探
测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
论证

2020 年 10 月，我国完成第三批 18 名预

备航天员选拔，包括 7 名航天驾驶员、7 名飞

行工程师、4 名载荷专家。按照航天员训练

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开展八大类、近百项、

400 余个科目的训练。

季启明介绍，第三批航天员经过两年多

刻苦训练，目前已完成全部基础科目和大部

分专业技术科目的训练内容。按照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规划，部分第三批航

天员已开始后续飞行任务的针对性训练，不

久的将来，他们将会陆续加入空间站任务的

飞行乘组，逐渐成为主力军。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已于 2022
年 9 月全面启动，计划选拔 12 至 14 名预备航

天员，并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预

备航天员选拔总体上分为初选、复选和定选

3 个阶段实施，目前正在开展初选阶段工作。

中国载人航天探索的脚步不会只停留在

近地轨道，一定会飞得更稳、更远。月球是人

类拓展和开发利用地外空间的理想基地和前

哨站，月球探测也一直是当今世界载人航天

发展的热点和焦点。

季启明介绍，按照我国政府批准的发展

战略，我国已经完成了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

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通过前一阶段的工

作，突破了新一代载人飞船、新一代载人运载

火箭、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关键技术，形成

了具有中国特色载人登月任务的实施方案。

“这些工作为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全面开展工程

实施的条件。我相信，中国人九天揽月的梦

想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神舟十五号计划29日发射
空间站将入驻6名航天员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余建斌 林 渊

11 月 28 日 11 时，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 3 名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

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集体亮相并

回答了记者提问。该乘组是空间站任务以来

平均年龄最大的一个乘组。

问：时隔 17 年再次飞天，心情怎样？对

于新的任务有哪些新的期待？

费俊龙：17 年前，我执行神舟六号任务，

现在回想起来还心潮澎湃、历历在目。今天，

能够再次为祖国出征太空，我感到非常自豪、

无比激动。特别是我们即将进驻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空间站，我深深地为伟大的祖国感到

自豪和骄傲。

问：第一次出征太空，感受如何？

邓清明：一次次与任务擦肩而过，有过失

落，也有过泪水，但我没有彷徨过，更没有放

弃过。作为航天员，坚守飞天初心，永不停歇

训练，是我的常态更是我的姿态。我可以用

一生去默默准备，但不允许当任务来临的时

候，我却没有准备好。为梦想而坚持，为事业

而奋斗。当确定我为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航

天员时，我的内心十分平静，想的更多的是珍

惜机会、扎实训练、不辱使命，做一个让组织

放心、让乘组放心的人。我特别感谢这个伟

大的新时代给了我们奋斗圆梦的广阔平台，

能够被祖国需要就是幸福的。

问：作为第二批航天员，您为这次“飞天”

准备了整整 12 年，这期间是如何训练的？

张陆：12 年的备战，其实概括起来就是

12 年夙兴夜寐，12 年沐雨经霜。12 年里，有

一个信念始终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

了个人的梦想飞天，为了民族的梦想飞天。

问：您如何评价你们乘组？

费俊龙：目前我们乘组是执行任务乘组

当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我 57 岁，邓清明 56 岁，

张陆 46 岁。年龄虽然最大，但我们的飞行本

领一直保持在青春状态。我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经过扎实、艰苦的地面训练，我们的

心理更加稳定，配合也更加默契。相信在广

大科技人员的密切配合下，我们一定能够行

稳致远，圆满完成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

问：作为中国选拔的首批航天员，第一次

执行任务就要在太空工作长达半年，这对您

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为此您做了哪些准备？

邓清明：从走进航天员大队的那一刻起，

我就对神秘的太空充满了向往，战友也经常

向我谈起他们精彩的太空生活。明天，我就

将飞向太空了。6 个月的太空飞行，我们有

大量的工作，也有十分重要的身体锻炼。工

作和训练之余，我会领略太空的精彩。进场

之前，我和家人有一个约定——当他们的眼

睛，带他们看一看美丽的宇宙、地球。

问：您对即将开始的太空生活有什么向

往？马上要见到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有

什么礼物带给他们吗？

张陆：星空浩瀚无比令人神往，探索永无

止境令人期待。我非常期待体验失重带来的

美妙感觉，非常期待用自己的双手早日建成

我们自己的太空家园，也非常期待将我眼中

的太空美景呈现给所有的朋友和家人。神舟

十四号的 3 位战友在太空生活已经有半年的

时间，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他们。我

们见面之后会有什么礼物，暂时先保密吧，等

我们见面的一刻，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同

时，我也希望能和全国人民共同分享我们太

空相聚的幸福和喜悦。

问：作为空间站建造期间载人飞行任务

的最后一棒，你们的任务有何特点？

费俊龙：神舟十五号任务，既是中国空间

站建造期的最后一棒，也是即将进入下一个

新阶段的开局一棒。在为期半年多的飞行

中，我们要进行更多的在轨试验，相关设备的

操作、维护、维修，尤其是出舱任务将更加繁

重，路径将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在地面进行

了大量的针对性训练，通过训练，我们也有足

够的信心，完成好这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一

棒。我们也坚信，在浩瀚的太空必将留下更

多 、更 远 的 中 国 人 探 索 利 用 太 空 的 光 辉 足

迹。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圆满完成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的飞行本领一直保持在青春状态
——对话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本报记者 吴月辉 余建斌 林 渊

11月 28日，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费俊龙（中）、邓清明（右）、张陆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东风航天城。航天

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组成神舟十五号飞行

乘组，接力空间站建造阶段载人飞行任务的

最后一棒，向着建造空间站的终点冲刺。

费俊龙——

初心不改再飞天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在

这个熟悉的地方，17 年前，费俊龙与他的战

友聂海胜踏雪出征，环绕地球飞行 77 圈，历

时 115 小时 32 分，总行程 325 万公里……

17 年后，东风航天城又用一场瑞雪迎来

了英雄出征。费俊龙还是一样意气风发、精

神饱满，只不过一头黑发是在临行前悄悄染

过的。从特级飞行员到特级航天员，这位年

过半百的将军再次担任指令长，出征太空。

在费俊龙身上，尽管白发增多，但身体各

项指标依旧保持优良，连体重上下浮动都不

会超过 1 斤。在他的内心，重返太空这个信

念从未动摇。

17 年来，费俊龙坚持自我约束和管理，

训练锻炼从不停歇。在兼任管理岗位期间，

他还经常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加练。

随着空间站任务的到来，费俊龙积极备

战，并入选神舟十五号乘组。空间站任务需要

海量的学习训练，费俊龙每晚复习当天课程到

12点，第二天早上 5点半就起床预习新课程。

严谨细致是费俊龙给人的第一印象。任

务训练中，他总是一丝不苟，将每一个动作做

到位。比如安装零件时，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

配件就合上包，将包固定，再拿一个，再合上。

他说，在太空如果不合上包，配件就会飘出来，

如果钻到舱内设备里，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在地面也得严格按照太空真实环境去操作每

一个步骤。

空间站建造阶段 4 次载人飞行任务好比

一场 4× 100 米接力赛，神舟十五号乘组将进

行最后一棒的冲刺。如果把空间站建造任务

比作盖房子，神舟十四号乘组完成房子的竣

工，神舟十五号乘组完成装修交付，之后的乘

组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在这半年期间，他

们要进行多次出舱任务。舱外作业覆盖 3 个

舱段，最长路径可能要爬行 100 多米，而且将

首次实现从梦天舱气闸舱运出货物。为此，

神舟十五号乘组目前备战任务的时间最长，

训练最多，光水下训练就近 30 次。

如今的“太空家园”宽敞舒适，还有着各种

先进的设备仪器。费俊龙特别期待在中国空

间站工作和生活，期待和神舟十四号乘组在

太空胜利会师，期待着走出舱外，融入太空。

邓清明——

奋斗不止为梦圆

这是邓清明第三次出现在问天阁。不同

的是，这一次，他首次以“主份”的身份亮相。

为了这一刻，他整整等了 24 年 10 个月。当年

并肩进入航天员大队的首批 14 名航天员中，

8 人已经圆梦太空，5 人停航离队，而他作为

唯一没有执行“飞天”任务又仍在现役的首批

航天员，为这支光荣的队伍奏响了航天报国

的时代强音。

1998 年 1 月 5 日，邓清明成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经过几年刻

苦学习，第一批航天员全部取得了执行载人

航天飞行任务的资格。但在当时，中国载人

航天刚刚起步，受任务密度和条件制约，飞天

的机会寥寥无几。没有执行过任务的邓清

明，把落选当做磨砺，越挫越勇。

“这么多年，我总认为，在追梦和奋斗的

道路上，可以停下来休息，可以停下来思考，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邓清明坚定地说。

从 32 岁 进 入 航 天 员 大 队 至 今 ，邓 清 明

始终按照“主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

珍惜每次选拔的机会，主动给自己加码，提

高训练强度和难度。据张陆说，每次跟他一

起训练，听到邓清明说得最多的就是“再来

一次！”

上机械臂是项难度挺大的操作，脚穿着

厚厚的鞋子没有感知力，靠腕部反光镜来调

节相对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把巨大的鞋子卡

到脚限位器上几厘米宽的卡槽中，近乎是“盲

操作”，主要靠反复训练后形成感觉。

“再来一次！”训练课程结束时，邓清明

还要求再单独进行上机械臂练习，直到熟练

为止。

邓清明感慨地说：“感谢这个伟大的时

代，感谢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感谢几代航天

人的接续奋斗、攻坚克难，让我们在太空有了

自己的空间站，让我等到了圆梦的机会！”

张陆——

一路高歌向九天

46 岁的张陆在成为航天员的 12 年后，终

于将出征太空。“汗水伴着孤单和平淡，我还会

仰头望着天，那个梦让我一往无前。”这是他给

自己写的歌，也是他追梦历程的真实写照。

2010 年 5 月，张陆和其他 6 名战友进入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大队门

口，“祖国利益高于一切”8 个大字映入眼帘，

也从此镌刻进他的心里。

看到首批航天员数十年如一日地训练、

训练、再训练，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这种精神深

深激励着张陆。

在圆形的模拟失重水槽中，航天员穿着

数百公斤的水下服悬浮在蓝色的深水中，潜

水员们在一旁辅助。这是航天员训练时间最

长、体力消耗最大的一项训练。

水 下 训 练 服 相 当 于 一 个“ 人 ”形 飞 船 ，

张 陆 在 水 里 一 待 就 是 五 六 个 小 时 ，整 个 人

的 四 肢 被 固 定 在 水 下 服 里 ，痒 了 痛 了 都 只

能咬牙坚持。每次水下训练都是挑战体能

极限。

备战空间站任务这些年，张陆所在乘组地

面训练课时最长、覆盖面最广，彼此也进行了

充分的磨合。面对要执行的任务，张陆充满信

心，“无论是心理、身体和能力，我们都已经做

好足够的准备。”

张陆犹记 20多年前，面对考官提问：“为什

么要放弃歌手的梦想，选择当一名飞行员？”

他回答说：“如果我选择当一个歌手，我

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去驾驶飞机翱翔祖国的蓝

天，如果我选择当一名飞行员，我会在蓝天骄

傲地歌唱。”

那会儿，他也没想到，有一天，能在地球

400 公里之上的太空歌唱。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期待在 400公里之上的太空歌唱
占 康 余建斌 吴月辉

开 车 从 润 扬 大 桥 引 桥 向 着

长江盘旋而下，驶上一座小岛。

层林掩映，一幢黄色的 4 层小楼

分外醒目——这里是江苏省镇

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

诊室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柳迎昭一

大早就忙活起来。自从 2015 年

院里与世业镇卫生院建立联合

诊疗机制以来，每周四她都来这

里开展糖尿病专家门诊。

“岛上常住人口 1 万多人，纳

入规范管理的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患者约 2000 人。”世业镇

卫生院院长胡小忠说，“不用出

岛看病，一直是居民期待的事。”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世业镇卫生院考察时指出，要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

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

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 如 今 ，通 过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沉，卫生院年门诊量比 2014 年

增加 40%。”胡小忠说，“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

为 主 ，加 强 重 大 慢 性 病 健 康 管

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

理能力。我们将不断提升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

居民健康服务。”

推 动 医 疗 卫 生
资源下沉

早上 7 点，卫星村村民杜俊

珠来到镇卫生院，挂了柳迎昭的专家门诊号。

今年 7 月，杜俊珠参加了免费体检，报告还没拿到就接到

了镇卫生院的电话：血糖高，赶紧来复查。当时，卫生院的医

生吴玉珍给杜俊珠做了基本检查，开了药，并嘱咐一周后复

诊。可杜俊珠忙着晾晒家里的稻谷，直到 11 月中旬才来。一

查，空腹血糖还是高，吴玉珍建议杜俊珠来看柳迎昭的门诊。

柳迎昭仔细看了检查结果，又询问了杜俊珠的饮食和病

史等情况，建议住院治疗。

“非得住院？”想到以前岛上居民住院得去镇江市区，杜俊珠

面露难色。正在写病历的柳迎昭停下笔，“就住在镇卫生院。”

今年 9 月，世业镇卫生院与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

科建立了联合病房。利用远程诊疗系统，柳迎昭团队可以指

导吴玉珍团队开展住院患者的诊疗。

当晚，杜俊珠就住进了卫生院。病房是双人间，还有独立

卫生间。

“目前，全市二、三级医院已在基层开设 105 个‘全科—专

科联合门诊’，建立 20 个以卒中、骨科等八大病种康复期患者

为主的康复联合病房，设置康复床位 312 张。”镇江市卫健委

主任杨毅介绍，“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将继续瞄准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依托城市大医院资源，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能看病、看好病。”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胡院长，这办法管用，我这个颈肩病好得差不多了。”循声

望去，只见患者魏习桂站在过道上候诊，双手交替拍打着肩膀。

魏习桂患高血压多年，挂的是胡小忠的运动处方门诊

号。“老魏，到体质检测一体机上测测指标。”胡小忠说。

几分钟后，体测报告出来了，身体质量指数显示为健康

型。“血压血脂都正常。”胡小忠拿出魏习桂的健康档案，“但运

动强度中等偏小，每天要坚持快走或慢跑一小时。”

听到诊断结果，魏习桂很高兴，告诉胡小忠：“最近我运动

增加了一些，有 4 个邻居也跟着我一起运动呢。听说运动处

方有效，她们也要试试。”

“我们门诊不光服务慢性病患者，以后还打算面向亚健康人

群提供服务。医防融合嘛，欢迎你的老姐妹来试试。”胡小忠说。

去年 10 月，世业镇卫生院成为江苏省慢性病运动健康干

预试点单位。开展试点以来，世业镇卫生院已建立 2000 多份

运动处方档案，开出近 500 份运动处方。

“这些年，我们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为社区居民

提供预防、诊疗、随访、康复等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在慢性病管

理中增加运动健康干预处方服务。”镇江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健

康处处长谢旭东说。

吸引优秀人才扎根基层

上午 9 点，杜俊珠的血样被送到了世业镇卫生院检验科。

“这几台仪器都是近几年新上的，这个能检查 C 肽和胰岛

素，那个能通过检查血样快速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王圣勤是

卫生院的专职检验师，2019 年成为主管检验师，“我们检验科

现有 3 名专职检验师。”

拿到检查结果，吴玉珍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传给了柳迎昭。

不到一小时，柳迎昭就反馈：先打胰岛素，第一次用药 14个单位。

一楼药房里，于淑雅接过处方，仔细看后签好名字，从医

用冰箱里取出胰岛素。她是世业镇卫生院 2017 年引进的专

职药师，现在是主管药师。

成长为业务骨干，王圣勤、于淑雅的一个共同感受是，职

业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工作成就感越来越强。

这两年，镇江市委托三级甲等医院开展基层卫生人员能

力培训工作，每个培训周期 40 个学时。2021 年，共完成 19 名

临床（护理）适宜技术师资和 15 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骨干人员培训。

在编人员有职称没岗位的，给予定额补贴；非编人员学历及

职称提升的，增加基本工资……胡小忠介绍，镇卫生院坚持用待

遇和凝聚力留人，队伍稳定，医务人员中拥有副高职称的已有 7
人，本科学历占比从 2014年的 35%上升到了如今的 80%。

11 月下旬的一天，柳迎昭如约来到世业镇卫生院出诊。

看了杜俊珠最新的检查报告，柳迎昭说，“恢复得不错，今天就

可以出院。回家后，坚持按照医嘱服药就可以了。”

杜俊珠对在镇卫生院的就医体验很满意，“回去我就告诉

患有糖尿病的邻居，在这里住院一样能把病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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