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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载人航天精神 奋力创造新的辉煌
本报记者 余建斌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我们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发
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
天精神，彰显了坚定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强
大精神力量。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
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代
表时的讲话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

把载人航天精神

铭刻在内心深处
奉青玲

“在我们左手边，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
射塔架。2003 年，杨利伟搭乘中国第一艘
载人飞船就是从这里出发，飞往太空……”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讲解员
何擎，向新入职的科技人员介绍。

对于发射场的厂房、塔架，何擎闭着
眼睛都能说清楚位置，因为她是从小生长
在这里的“航三代”。她的爷爷奶奶是1958
年第一批参与发射场建设的创业者，她的
父母后来也扎根在航天城。“作为一名东风
子弟，有义务将载人航天精神传承下去。”
何擎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被称作东风航天
城，是我国航天事业发祥地之一，也是载
人航天精神发源地之一。“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20
个大字不仅刻在办公楼墙壁上，更刻在每
一个东风航天人的内心深处。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63 年前，
第一代东风人凭借着革命加拼命的精神，
住帐篷、睡地窝、饮苦水、吃干菜，顶风
冒沙，战天斗地，在茫茫大漠深处创建发
射场。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在新
时代的东风人身上依然清晰可见。63 年
来，千千万万有志儿女从祖国各地奔赴西
北戈壁，在大漠献青春、献终身，让青春
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绚烂绽放。

来自东风中学初一2班的杨凌志，是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的一名学生志
愿讲解员。他说：“历史展览馆记录着东风
航天城的风雨历程和辉煌成就，是展示载
人航天精神的窗口。我要尽自己的力量，讲
好东风航天城故事，弘扬载人航天精神。”

像杨凌志这样的学生志愿讲解员还有
很多。展览馆馆长李小燕说：“这些学生在
节假日、暑期接待高峰期，在展览馆参与
讲解接待工作，增强了对航天事业尤其是
载人航天发展历史的了解和热爱，也成为
载人航天精神的传播者、继承者。”

2021年4月29日11时23分，中国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准确进
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习近平总书
记在贺电中指出，建造空间站、建成
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
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要引
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
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
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
础。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自强、创
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
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月17日18时48分，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
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
空间站……

9月17日13时34分，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
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
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
民大力支持下，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
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
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太空短期停留到
中长期驻留……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
次次在浩瀚太空刷新“中国高度”，同
时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培育铸
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
精神。

如今，载人航天精神已成为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持续奏响着新时代的华美乐章。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
国航天领域迄今为止规
模最庞大、系统最复
杂、技术难度最高、可
靠性要求最严和风险挑
战最大的重点工程

1992 年，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
了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
战略的重大决策。我国载人航天事业
从此起步远航：第一步，发射载人飞
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
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
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
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
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
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
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
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浩瀚太空，开始谱写中华民族飞
天梦想的崭新篇章。

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搭乘神
舟五号飞船飞向太空，在人类“走出
地球摇篮”的漫漫征途中刻下属于中
国人的数字，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终
于成真。在载人航天精神的感召下，
一代代航天人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推动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以令人惊叹的
速度创造让世人赞叹的一个个新纪录。

一次次中国飞天的步伐，留下的
是民族永恒的记忆——中国人来到了
太空，而且有信心、有能力飞得更高更
远。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天地
往返技术、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独
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为空
间站建设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载人航天工程是中国航天领域迄
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系统最复杂、技
术难度最高、可靠性要求
最 严 和 风 险

挑战最大的重点工程。中国载人航天
起步就瞄准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实现
关键技术重大突破，走出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如果按照
别人的老路走，我们将永远落后于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实施以来，
创造了成功率 100%的优异成绩。“成
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
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一次成功不
等于次次成功”“下次任务永远不会是
上次任务的简单重复”……这些朴实
的话语，道尽了载人航天事业辉煌背
后的艰辛和努力。

“每一次对太空的叩问，都是下一
次探索的开始。”广大航天工作者发扬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满怀激情，无私奉献着自己最好的青
春年华。

载 人 航 天 精 神 是
“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
期的发扬光大，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伟业铸就精神，精神造就伟业。
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至今，没有特别的
梦想、特别的精神，不可能创造特别
的业绩。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
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中科院院士包
为民说，载人航天事业取得如此历史性
成就，离不开这种精神力量的推动。

“特别能吃苦”诠释了航天人热爱
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浩瀚太
空令人神往，但是它对人类的要求极
为苛刻。在攀登“天梯”的训练中，
中国航天员们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
限发起挑战。低压缺氧耐力检查，相
当于以每秒15米的速度被提升至海拔
5000 多米，航天员冒着氮气在血管中
形成气泡甚至气栓的危险，忍受头晕
恶心甚至休克的反应，每次持续30分
钟以上。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
形容：“没有异于常人的坚韧，很难熬
过来。”在超重耐力训练中，航天员要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承受 40 秒的 8
倍重力加速度，往往面部肌肉变形，
呼吸异常困难，但手边请求暂停的红
色按钮，20年来从没有人按过。在以
航天员为代表的航天人心中，祖国的
分量最重、人民的利益最大，他们始
终以报效祖国、成就航天事业为最高
荣誉，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铸就辉煌、
创造奇迹，离不开航天人的艰苦奋斗。

“特别能战斗”诠释了航天人独立
自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五院在工程论证、立项
时，就大胆提出技术大跨越思路，跨
过国外从单舱到多舱的40年历程，直
接研制国际上第三代飞船，拿出了独
具中国特色的“三舱方案”。神舟号飞
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自豪地
说：“中国航天火箭上、飞船上的发动
机，全是我们自己的。这是逼出来的
自力更生。”

“特别能攻关”诠释了航天人攻坚
克难、勇于登攀的品格作风。2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
经形成了12种不同类型的火箭，能满
足发射不同轨道、不同重量卫星的要
求，具备了发射载人飞船的能力和技
术物质基础。为支撑载人航天事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科技人
员又重点突破了

高可靠性、逃逸系统、冗余技术等 3
道难关。为保证长征二号 F 火箭具备
高可靠性，科技人员采用了55项新技
术，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制了
堪称世界级课题的火箭故障检测诊断
系统，确保中国航天员安全进入太
空。正是发扬不畏艰险、特别能攻关
的精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科
技人员抓住一切机会提高火箭可靠
性，最终完成了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特别能奉献”诠释了航天人淡泊
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一人飞
天凝结万人心血。载人航天工程是一
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发射场、测
控通信、着陆场、航天员、火箭、飞
船等各大系统在内，每次载人飞行，
有超过10万名技术人员用齿轮咬合般
的团结协作托举起英雄飞天。从几十
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等待飞天的航天
员，到甘做隐姓埋名人的广大一线航
天人，他们的坚守与飞天的辉煌一
起，构成了中国航天史上厚重的一页。

经过几代航天人奋斗拼搏凝聚而
成的载人航天精神，不仅是托起飞天
梦的精神之翼，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宝
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在新时代大力弘扬
载人航天精神，对于加
快建设航天强国、铸造
中国航天新的辉煌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年，“两弹一星”挺起了中华民
族的脊梁；今天，载人航天事业的辉
煌成就，见证了我国从航天大国不断
向航天强国迈进。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海南文昌发
射场，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
火箭长征五号 B 遥二火箭托举着我国
空间站核心舱“天和”一飞冲天。中
国空间站在太空搭起了第一块“积
木”。

载人航天精神，正是助推神箭和
神舟的强大力量。辉煌没有终点，随
着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开始，
中国航天事业又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
载人航天精神已成为激励一代代航天
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密码。

曾 3 次飞向太空的航天员景海鹏
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每一次成功
和进步，都离不开载人航天精神的引
领，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的
“火箭人”这样感悟：载人航天精神具
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
征，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和升
华，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延伸和扩展。
载人航天精神贵在“特别”，也难在

“特别”。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落实
在行动上，就是要有高质量的精神状
态、高质量的工作标准、高质量的工
作作风、高质量的工作成效。在新时
代大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对于加快
建设航天强国、铸造中国航天新的辉
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精神铸造同样重要的，是精神
的传承。今天的中国航天人，35岁以
下的科研人员占 80%，在世界同行中
尤显青春洋溢。年轻一代的中国航天
人，以载人航天精神为动力源泉，正
在为实现中国载人航天新的突破积蓄
强大力量，不断谱写航天事业
壮丽篇章，不断攀登科
技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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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津滨海新区航天城的 AIT （总
装、集成、测试） 大楼，高大宏伟，中国
空间站就是在这里进行舱体地面联试。AIT
大楼距离住宿的宾馆只有400米的距离，但
易予生和团队却经常顾不上回宾馆休息，
实在顶不住了，就在测试间的沙发上打个
盹，醒了洗把脸，又回到工位继续工作。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测
控与通信分系统主任设计师，易予生要带
领团队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空间站多系统联
试任务。发射节点必须保证，测试的时间
就要靠奋斗拼出来、靠战斗抢出来。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一
代代载人航天队伍的精神火炬。2003 年抗
击非典疫情期间，为了保证中国第一艘载
人飞船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五院载人航
天团队把自己“关”在北京航天城，连续
一个月不间断攻关，确保了神舟五号总装
工作按时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为了空间站任务的顺利开展，新一代载人
航天队伍接过前辈的火炬，克服疫情影
响，连续作战，几个月坚守在发射场。

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
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是今明两年最重要
的宇航任务。从测试到发射、从前方到后
方，五院科研人员秉持“用成功报效祖
国，用卓越铸就辉煌”的信念，圆满完成
了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的研制和发射任务，让3名
航天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院士
说：“什么是‘特别’？就是国家有特殊需
要的时候，我们要有特殊的精神，挑起重
担。”如今，中国空间站在轨建造进入关键
时期，五院载人航天队伍肩负着党和国家
赋予的光荣使命，传承载人航天精神，向
着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的目标不
断奋进。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团队

用卓越铸就辉煌
母国新 张 宇 薛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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