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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

《关于给陈冬、刘洋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

章” 授予蔡旭哲“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

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在 长 达 183 天 的 中 国 人 第 九 次 太 空 之

旅 中 ，神 舟 十 四 号 乘 组 有 哪 些 难 忘 的 记

忆 ？ 太 空 家 园 升 级 扩 建 背 后 ，还 有 哪 些 值

得铭记的动人时刻？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

冬 、刘 洋 、蔡 旭 哲 分 享 了 太 空 生 活 的 点 点

滴滴。

璀璨星河中，航天器实
现在轨交会对接

专注地盯着问天实验舱从
一个小点，越来越近，变成庞然
大物，刘洋心里突然生出一股
冲动：真想张开双臂拥抱它

陈冬认真地戴好口罩、头灯和护目镜，

手持空气质量监测仪，打开平衡阀，节点舱

前向舱门缓缓打开。他探头进去检查四周

情况，安装舱门保护罩，确认一切安全后，摘

下口罩和护目镜。这时，他闻到了从“问天”

飘过来的特殊味道。航天员称之为“太空的

味道”。

紧接着，陈冬取出一把形似金属扳手的

“新居”钥匙，慢慢转动钥匙，打开了第二道

舱门——问天实验舱对接舱门。随后顺利

打开通往新居的最后一道门。映入他眼帘

的是整洁敞亮的问天实验舱内部空间，许多

白 色 的 包 裹 整 齐 有 序 地 堆 放 着 ，两 侧 机 柜

林立。

回忆起这些细节，陈冬觉得每个场景都

历历在目。时间轴拉回去年，他们在太空亲

历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完成“T”字基本构型组

建，就像充满好奇的孩子即将拼好最后几块

积木，格外兴奋、万分期待。

2022 年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当长五 B 运

载火箭托载“问天”拔地而起时，在距离地面

约 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收看直播的神

舟十四号乘组 3 名航天员内心十分激动……

当“问天”飞向“天和”，三人轮流值守，其他

两人就趴在舷窗边，侧着脑袋，专注地盯着

问天实验舱从一个小点，越来越近，变成庞

然大物，刘洋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冲动：真想

张开双臂拥抱它。约 7 个小时后，“咣”的一

声，两个 20 吨级的航天器在璀璨星河中轻轻

一“吻”，完成在轨自动交会对接。

打开“问天”舱门后，3 名航天员迫不及

待地进舱。正式入驻后，他们站成一排，向

祖国和人民敬礼宣誓。“这是我们在太空拥

有的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中国空间站建

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和幸福！”陈冬说。

问天实验舱是核心舱的备份，有全套的

再生生保系统。因为设备多，需要有人监测

舱内的情况。为了照看“新居”，蔡旭哲特意

把他的睡眠区转移到了“问天”。不同的是，

“问天”睡眠区的床铺是立着的，天和核心舱

睡眠区的床则是平放着的。

3 个月后，他们用同样的心情迎接了“梦

天”实验舱飞抵。至此，神舟十四号乘组与

地面配合完成了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的组

装建造，中国人的太空之家扩展为宽敞舒适

的“大三居”。

在轨 183 天里，航天员
用各种办法调适心情

用镜头拍摄浩瀚宇宙和地
球美景；在幸运星上写下美好的
祝福；品尝在太空自己种的蔬菜

“ 我 们 和 地 面 人 员 进 行 双 向 视 频 通 话

时，看到地面镜头里出现一排枝繁叶茂的大

树，我们高兴地看了很久……”陈冬说。

崭新的太空家园宽敞舒适，太空失重环

境充满新奇，但 3 个人持续 183 天生活在密

闭狭小环境里，比起地球生活还是相对枯燥

和单一。但这是航天员在太空必须要经历

的心理挑战，闲暇时间里，他们也会想尽各

种办法调适心情。

陈冬喜欢用镜头拍摄浩瀚宇宙和地球

美景，他还将自己的所 思 所 想 创 作 成 一 系

列 太 空 主 题 的 诗 歌 ：“ 我 在 天 地 之 间 翱 翔 /
飞 越 地 球 ，穿 过 家 乡 /星 空 与 我 相 伴 ，祖 国

和 我 守 望 /星 空 是 心 之 所 往 ，祖 国 是 朝 思

夜想……”

刘洋每天会叠一个幸运星，在幸运

星上写下美好的祝福，那是她对中

国太空家园的祝福。有一天，

地 面 工 作 人 员 突 然 通 知 刘

洋 进 行 双 向 视 频 通 话 。

刘洋“飘”至摄像头前，

发 现 地 面 的 视 频 通

话 间 里 ，亲 朋 好 友

唱 起 了 生 日 歌 。

原 来 那 天 是 刘

洋的生日。

在 刘 洋

爱人送的生

日 礼 物 上 ，

附 着 一 张

小卡片，上

面 写 着 ：

“ 据 说 地

球已经存

在了 46 亿

年 ，而 人

类 不 过 才

存 在 了 几

百 万 年 ，能

在太空过生

日 是 一 件 多

么 自 豪 的 事

情 ……”刘 洋

看着卡片，心中

感到很温暖。

蔡 旭 哲 一 有

空，就去照料他带来

的生菜、西红柿和小麦

种 子 。 为 了 庆 祝 中 国 人

首次在太空度过中秋节，蔡

旭哲特意采摘了一盆生菜，他开

心地说：“这是我们首次品尝在太空

自己种的蔬菜，口感很好。”

开展舱外作业，
观览空间站全貌

蓝白相间的地球背景
下，“问天”“梦天”宛若张开
的巨大双翼，空间站优雅地
绕着地球家园飞翔

出舱活动是空间站任务中难度最高的

环节之一。神舟十四号乘组创造了一次飞

行任务 3 次出舱的纪录，每次出舱都面临着

新目标、新挑战。

首 次 出 舱 ，由 陈 冬 和 刘 洋 开 展 舱 外 作

业。蔡旭哲在核心舱内配合支持。2022 年 9
月 1 日 19 时 09 分，陈冬、刘洋成功出舱，完成

了安装线缆防护装置、舱外操作台、扩展泵

组以及抬升全景相机等任务。两人还轮流

站在机械臂上作业，完成了一种新型验证模

式，即要求两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中具备角

色互换能力。

他们面临的最后一项挑战，是验证问天

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出舱航天员需要模

拟在出舱口最远端工作时，遇到紧急情况用

最快的速度返回的场景。

这段经历让刘洋终生难忘。原来，出舱

前进行第一次在轨训练时，刘洋发现一手携

物一手爬行，很难控制身体姿态。真实的太

空环境和地面训练环境存在不小差异。仅

仅出舱前传递物品这一项，就让她耗费了一

大半体力。为此，她反复训练，终于稳稳控

制住了身体姿态。

正式爬行的时候，恰好处在阴影区。刘

洋低头一看，周围是深不见底的黑，她的心

一下就揪紧了。她连忙抓紧扶手，闭上眼，

定了定神，继续向前，一泓明月静静地悬在

脚下，她的心变得踏实了，稳稳地爬到了终

点。历时约 6 小时，神舟十四号乘组圆满完

成首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后续的两次出舱，神舟十四号乘组接连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首次”。

2022 年 9 月 17 日 13 时 35 分，蔡旭哲成

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舱门，迎接属于他

的首次出舱。舱门打开，蔡旭哲探出身子，

对着摄像头打招呼：“03 已出舱，感觉良好！”

在完成了安装舱外助力手柄、舱外载荷扩展

泵组等操作任务后，他和陈冬要完成最后一

项重要任务——首次舱外救援验证。

这项任务是由蔡旭哲模拟失去工作能

力，陈冬将其从舱外带回出舱口。救援往返

路径虽然只有 10 米左右，却困难重重。“03 可

以将手缓慢松开，01 开始救援。”指挥的声音

响 起 ，蔡

旭哲一点点松

开双手。陈冬把自己的安全绳挂住蔡旭哲

的固定绳，接着将另一根承载两个人生命安

危的安全绳挂到舱壁上，小心翼翼地将蔡旭

哲带回出舱口。

整个过程持续了 20 分钟，为了让模拟更

真实，蔡旭哲始终没有用手扶一下舱壁，陈

冬也流畅地完成了操作，完美地演绎了一场

舱外救援。

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

成后，为了方便三舱间太空行走，需要分别

在天和核心舱与问天实验舱之间、天和核心

舱 与 梦 天 实 验 舱 之 间 搭 建 舱 间 连 接 装 置 。

2022 年 11 月 17 日，陈冬和蔡旭哲再度搭档

出舱，架设“天桥”，也就是舱间连接装置。

“天桥”搭好后，蔡旭哲成为第一个“架完桥”

又“试通车”的人，实现了首次跨舱段舱外

行走。

在执行舱外作业时，陈冬回想，当被两

臂送至最好视角，得以观览空间站全貌时，

他感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蓝白相间的地

球背景下，“问天”“梦天”宛若张开的巨大双

翼，空间站优雅地绕着地球家园飞翔。头上

是浩瀚宇宙，脚底下是空间站和地球，人静

静地身处其间，油然生出一种自豪感。这份

自豪感既属于乘组，也属于航天人，更属于

中国人。

两乘组太空“会师”，精
彩故事不断续写

自豪和感动涌动在每个人心
间，他们齐声对着镜头喊出了心
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这是一张注定要载入中国航天史的合

影：神舟十四号乘组陈冬、刘洋、蔡旭哲和神

舟十五号乘组费俊龙、邓清明、张陆共同出

现在中国空间站舱内，开心地笑着。这是中

国载人航天史上首次两个航天员乘组在太

空“会师”，也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空间站迎

接神舟载人飞船来访。

早在

天 舟 五 号

货 运 飞 船 将

神 舟 十 五 号 航

天员在轨驻留所需

物资“快递”到空间站

时，陈冬、刘洋和蔡旭哲就

已经开始为迎接伙伴们忙碌

了。他们将神舟十五号乘组的睡眠

区、卫生区和就餐区逐一收拾好，方便新

的乘组“拎包入住”。他们还专门穿上欢迎

服，为神舟十五号乘组录制了欢迎视频。

2022 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神舟十五

号飞船载着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陆顺

利升空。当晚，神舟十四号乘组几乎一夜未

眠，前半夜观看发射直播，等待火箭顺利升

空，发射成功后，他们又兴奋得睡不着。

6 个多小时后，神舟十五号飞船自主快

速交会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中国

空间站首次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达到当

前设计的最大构型。

终于能开舱门了。神舟十四号乘组指

令长陈冬打开了空间站“家门”，神舟十五号

乘组指令长费俊龙打开了神舟十五号飞船

的 舱 门 。 隔 着 两 米 距 离 ，陈 冬 就 伸 出 了 双

臂：“欢迎回家！”在陈冬的帮助下，费俊龙第

一个“飘”进了梦天舱内，两人紧紧相拥。接

着，6 名航天员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团

聚并合影，自豪和感动涌动在每个人心间，

他们齐声对着镜头喊出了心声：“中国空间

站，永远值得期待！”

蔡旭哲迫不及待地带着神舟十五号乘组

参观家里的陈设布置，陈冬和刘洋帮伙伴们

热早饭、整理行李，还一同分享新乘组随货船

带上来的新鲜果蔬。空间站变得更热闹了。

短暂的相聚之后，到了分离的时刻。神

舟十四号乘组将要返回地球。2022 年 12 月 2
日晚，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乘组进行了

面对面的交接仪式，6 名航天员分别在确认

书上签字。随后，陈冬郑重地将空间站钥匙

交到了费俊龙手中。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三步走”战略圆满收官，中国空间站正式

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模式。

面对离别，陈冬、刘洋和蔡旭哲的心里

五味杂陈，既为即将返回祖国怀抱而高兴，

又为离开战友和太空家园而不舍。但神舟

十四号乘组无比确定，不久的将来，一定还

有机会回来。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空

间站的精彩故事还将不断续写。

神舟十四号乘组讲述183天在轨飞行经历——

“星空与我相伴，祖国和我守望”
刘诗瑶 占 康

图①：神舟十四号乘组向国旗敬礼。

图②：空间站示意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供图

图③：陈冬在太空拍摄的月球。

图④：刘洋在太空拍摄的地球美景。

图⑤：神舟十四号乘组和神舟十五号乘

组胜利“会师”。

图①、③、④、⑤由中国航天员中心提供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空

间站在轨建造以来情况最复杂、技术难度

最高、航天员乘组工作量最大的一次载人

飞行任务。首次实现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在

轨、两组航天员在轨轮换，创造了货运飞船

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世界纪录、单次载

人飞行任务 3 次出舱的新的中国纪录，为空

间站后续建造和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最

忙乘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在返回

地球后，回忆 183 天在轨飞行经历，讲述太

空家园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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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初的阿拉套山，群峰

耸立，白雪皑皑，卡昝河从山

谷中奔腾而出。这里平均海

拔 2700 米，年平均气温不足

5 摄氏度，冬季气温经常到零

下 30 多摄氏度。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

师双河市八十八团卡昝河边

防 民 兵 哨 所 坚 守 了 60 年 。

“哨所一直处在边境的最前

沿。”八十八团党委常委、副

政委黎俊民介绍。

“这两个地窝子，是第一

代 哨 所 ，建 于 1962 年 。”日

前，八十八团道浪特边境派

出所副所长阿思里别克带领

记者走进地窝子。地窝子约

一 人 高 ，20 平 方 米 ，只 有 一

个窗户一扇门，大半间是铺

着麦草、羊毛毡的地铺。“这

是当年哨所民兵一点一点挖

出来的。”阿思里别克说。

“1985 年 ，搬 到 了 第 二

代哨所——石头哨所。”阿思

里别克把记者带到了一排石

头房子前说道，“条件有限，

还是睡地铺，烧炉子，许多人

因此落下了病根。”

石 头 哨 所 不 仅 守 卫 边

防 ，还 是 牧 民 的 歇 脚 点 ，承

担 着 生 产 生 活 物 资 发 放 等

功能。如今已经黢黑的墙面和当年民兵用过的背包、

水 壶 ，默 默 地 述 说 着 边 防 民 兵 不 畏 艰 难 、顽 强 奉 献 的

往事。

2019 年，哨所搬进了面积 875 平方米的二层楼房，配

备了暖气、上下水等设施，还设有健身房、医务室、学习室

等。卡昝河边境警务站和民兵哨所合署办公，建立党政

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守护着 33 公里边境线。

巡边是哨所的日常工作。一天清早，阿思里别克和

战友们揣着馕饼、背上水壶，前往 17 公里外的科克苏沟

开展边境巡查。他们翻越山坡，蹚过冰冷刺骨的河流，用

了近 10 个小时才走完全程。大家的腿都像灌了铅一样

重，每走一步，都是气喘吁吁。

“每一次巡边都是考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我们只

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每一寸土地都要走到、每一户牧民都

要见到，我们要当好牧民贴心人。”阿思里别克说。

2022 年 3 月 17 日深夜，牧民朱马哈孜打来电话，说

他的妻子突然病了，他正开车送妻子去医院，但雪大路

滑，车辆不慎掉下路基。阿思里别克迅速带领同事们前

往救援。到达现场后，发现车拖不出来。当时气温是零

下 20 多摄氏度，20 多人用铁锹和双手清理积雪，经过一

个多小时，硬是将被困车辆抬了出来。朱马哈孜的妻子

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27 岁的刘航 2019 年 4 月刚从河北到卡昝河哨所工

作时，恶劣的环境一度让他很不适应。那年 6 月 20 日，刘

航跟着阿思里别克去巡边。虽然是夏季，那里依然白雪

皑皑。“那是我第一次到边境线。看到界碑的那一刻，我

突然理解了‘前方是界碑，身后是祖国’的深刻含义。”刘

航说，“现在，我的手机里有辖区 200 多个牧民的电话号

码，每天通话记录里最多的也是打给牧民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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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 3月 28日电 （记者丁志军）“我的店

不在科尔沁区，但家住科尔沁区，在这边办理营业执照也

很快很方便。”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务服务中心的

综合窗口，市民侯佳正在办理个体户营业执照。得益于

“全市通办”业务的开展，不到 10 分钟，侯佳就完成了信

息填报，拿到了营业执照。

据介绍，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科尔沁区政务

服务局实现了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政务服务局、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政务服务局等 9 家单位跨区域事项

通办，群众能够对等享受“无差别受理”服务。

近年来，科尔沁区坚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打通了一批办事堵点、畅通了一批业务平台，提升了

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科尔沁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

手，聚焦玉米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

重点产业，推进产业向纵深发展，引进落地了一批科技含

量高、新旧动能转换带动力强的项目。“今年科尔沁区将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努力打造流程少、服务好、效率高的一流营商环境。”科尔

沁区区长康晓东说。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

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产业发展

本报成都 3月 28日电 （记者王明峰、孙龙飞）距离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仅剩 120 余天，

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3 月 28 日至 31 日，

成都大运会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在蓉举办。

本次会议共有 79 个代表团参会，其中 33 个代表团现

场参会，46 个代表团通过线上方式参会。按照国际大体

联的惯例和要求，在大运会开幕前 3 至 4 个月，执委会需

组织一次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面对面与国际大体联沟

通赛事筹备信息，向各代表团通报大运会筹备情况、公布

政策程序、解答代表团疑问。

在为期 4 天的会议中，参会代表团还将对 27 个比赛

场馆和大运村进行考察，全面了解各场馆设施配套和场

地条件。此次会议的问答会环节同样采取“线下+线上”

的方式，由代表团提问，执委会相关工作部进行解答。由

水球、篮球、排球组成的三大球类项目，也将在会议期间

进行抽签仪式。会议期间，各参会代表团还将参加城市

文化体验活动。

成都大运会代表团团长春季会议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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