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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只为飞行，一生只
为飞行”

湖北枣阳杨垱镇樊庄村气候温和，风景
宜人。上世纪 60 年代，乡亲们经常看见一
个身材瘦小的男孩，在远处山坡上放牛。他
躺在牛背山，仰望天空，跟大多数孩子一
样，脑海里充满了遐想。

有一次，他在牛背山睡着了，梦见自己
长出了翅膀，飞上云霄。对一个放牛娃来
说，这仅仅是个虚幻的梦。那时，中国的空
间科学探测事业也才刚刚起步。

放牛娃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与遥远
的太空、伟大的航天事业紧密相连。几十年
后，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就是聂海胜。

聂海胜的飞天之路要从 1983 年说起。
那一年，高中毕业的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
一名空军飞行学员。这位面孔方正、寡言
少语的青年，内心沉着、镇定，意志坚
强。成为飞行学员后，他的性格优势逐渐
显现出来。

1989 年 6 月，一次险情发生了。聂海
胜驾驶的战机发动机突然停车，战机翻着
筋斗向地面坠落。此时，地面指挥下达了
跳伞指令，但聂海胜不愿放弃自己的“战
友”，他一次次努力，试图挽救它。800
米、600 米、500 米……飞机离地面越来越
近，最后时刻，聂海胜无奈地按下跳伞弹
射开关。

从昏迷中睁开双眼，聂海胜发现自己落
在一片稻田里。仅一周后，心理素质极好的
聂海胜就开始了复飞的地面准备。27天后，
他驾驶战机重返蓝天。

聂海胜很快成长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1996年，中国开始在全军战斗机飞行员中选
拔航天员，像当初报考飞行学员一样，他又
一次毫不犹豫地报了名。1998年1月，聂海
胜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34岁的聂海胜站到人生新的起点上，从
零开始，逐步完成基础理论、体质、心理、
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性等八大类上百个科目
的艰苦训练。

这一训练就是8年。2005年10月，聂海
胜与航天员费俊龙冒雪出征，乘坐神舟六号
执行了中国航天史上首次“多人多天”飞
行。2013年4月，聂海胜又入选神舟十号飞
行任务乘组。

今年6月17日，聂海胜与刘伯明、汤洪
波一起，驾乘神舟十二号，踏上了飞天征
程，这已是他第三次飞向太空。9月17日，
神舟十二号顺利返回，聂海胜成为中国首位
太空驻留突破100天的航天员。

“一心只为飞行，一生只为飞行。”在12
月 7 日的见面会上，聂海胜说，“我有幸执
行了3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收获了很多的荣
誉和成绩，每一次执行完任务，我都会告诉
自己，不能让沉甸甸的成绩和荣誉停止自己

的步伐，更不能因年龄的增长而放松了标
准、放弃了追求，要把这些变成更大的动力
和奋斗激情。”

“浩瀚太空必将留下更多
的中国身影、中国足迹”

在聂海胜出生后的两年，1966年，刘伯
明出生于黑龙江依安县的一个乡村。

刘伯明自小聪颖懂事，1982年，他以优
异成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为了省下住宿费
和伙食费，他选择了走读。那是一段起伏不
平的颠簸山路。高中3年，刘伯明每天骑着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 20 公里。出发时
迎着晨光，返回时披着夜色，夏天汗流浃
背，冬天顶风冒雪。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骑
车，刘伯明经常是摔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
摔倒。这条求学路成了他的训练场，磨砺了
他顽强的性格。

1985年3月，空军到刘伯明就读的高中
招收飞行学员，刘伯明成功入选。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空军某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歼击
机飞行员。13年后，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与聂海胜一样，成为中国首批
航天员。

10年等待，一朝圆梦。2008年9月，刘
伯明与航天员翟志刚、景海鹏一起，乘坐神
舟七号奔向太空。

在太空中经过十几小时的艰苦准备，神
舟七号飞行乘组即将迎来激动人心的出舱时
刻，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盼。而此时却发生
了意外。

开启舱门时，翟志刚用力拉了几下，舱
门没有反应。此时，飞船即将驶出测控区，
必须尽快打开舱门。这时，刘伯明递过来一
把开舱辅助工具。在刘伯明的协助下，翟志
刚使用辅助工具终于打开了舱门。

推开舱门后，航天员们的耳机里突然传
来“轨道舱火灾”的报警声。轨道舱内的刘
伯明和返回舱内的景海鹏第一时间检查了所
有设备，并且判断此时轨道舱处于真空状
态，是不可能发生火灾的。事后分析表明，

“轨道舱火灾”警报只是一场虚惊。
在刘伯明、景海鹏的协助和配合下，翟

志刚顺利出舱，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独立
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

又是 10 多年的训练与等待，2019 年 12
月，刘伯明入选神舟十二号任务飞行乘
组。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

“这次任务出舱时间大幅增加，任务
更加复杂、艰难，挑战和考验也不会缺
席。我们会完成好每一次出舱任务，浩瀚
太空必将留下更多的中国身影、中国足
迹。”刘伯明说。

信心和底气源于刻苦的训练。在加压后
的训练服里，每一次“举手投足”都非常吃

力；身着水下训练服模拟失重训练时，每次
都要坚持几个小时……刘伯明说，“训练完
吃饭时，连拿筷子都感到困难，困得吃不下
饭，只想睡觉。”

此次飞行任务中，刘伯明执行了两次出
舱活动，通过天地协同配合，圆满完成了相
关任务。刘伯明表示，他更加近距离领略了
太空的奇妙，第一次出舱活动兴奋和激动多
一些，第二次更加从容和自信。

每次回老家，刘伯明最想吃的还是家乡
的大酱，睡家里的土炕。时间未曾改变他质
朴的底色，那个从乡村山路上走来的少年，
脚步早已迈向星辰大海。

“我的初心使命就是飞
天，我的飞天梦想依然继续”

6月16日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
阁。聚光灯照在汤洪波身上，这个新鲜面孔
进入了大众视野。

汤洪波是谁？当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
这个陌生名字时，他已经在飞天路上奔跑
了11年。

1975年，汤洪波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
小乡村，从小听着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故事长大， 心里早早种下一个英
雄梦。

1995年，校园里的一纸招生通告让汤洪
波心潮澎湃：空军招收飞行学员。体检、考
试、政审，一路“过关斩将”后，汤洪波顺
利被录取。

可入学后，汤洪波遭遇了学业上的“拦
路虎”——体能成绩班里垫底。如果体能通
不过，就会被淘汰。怎么办？一个字，练！
汤洪波每天风雨无阻，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
跑。一年后，他的体能成绩从垫底“跑”到

了优秀。
2010年，汤洪波通过层层选拔，入选中

国第二批航天员队伍。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刘洋、王亚平……很多与汤洪波同批的航天
员已经飞上太空。“每次看到他们飞，我都
在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飞天梦想。”
汤洪波说。

经过9年的训练与等待，2019年，汤洪
波终于梦想成真，入选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
乘组。

可模拟失重训练，一度是汤洪波迈不过
去的坎。“训练服加压后像一艘人形飞船，
硬邦邦地套在身上，限制了四肢的活动。”
汤洪波说，“刚开始，我一穿上训练服，心
里就特别烦躁，恨不得马上出来。”

那段时间，汤洪波寝食难安。“训练都
完成不了，还谈什么飞天呢？”他心里暗暗
自责。后来，他请教执行过出舱任务的刘伯
明，并且请工作人员把训练服的温度尽量调
低，让心情冷静下来。经过多次训练，他终
于越过了这道难关。

11 年等待坚守，11 年刻苦训练，梦想
光荣绽放。在12月7日的见面会上，首次飞
天的汤洪波说：“现在我还时常怀念那 3 个
月的神奇旅行。我的初心使命就是飞天，我
的飞天梦想依然继续。”

“漫步太空人不老，中国
航天接力跑”

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内蒙古东风着陆场，
发动机的轰鸣叩醒了这片沉寂的荒原。

9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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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空

间站阶段首飞完美收官。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一直按“三步走”发

展战略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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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实现“三
步走”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的一次任务。中国
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多项关键核心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

在12月7日的见面会上，刘伯明再次念
起他的出舱感言：“漫步太空人不老，中国
航天接力跑。”在一棒一棒接力跑中，中国
航天铸就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
式启动，代号“921 工程”。彼时，世界航
天大国已在这一领域行进了 30 余年：苏联
研发的第三代飞船已经升空，建设了两个
空间站；美国则完成了从飞船向航天飞机
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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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船
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中国载人航天事
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进，在较
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投入，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益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载
人航天工程发展道路。

10月16日凌晨，在100多盏聚光灯的照
射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灯
火通明。当天，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射，开启中国迄今时间最长的载人飞行。航
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轨驻留6
个月。

刘伯明说，航天员是一个集体，他还
要仰望星空，关注神舟十三号乘组，一起
为太空中的战友进行一些辅助的技术和心
理支持。

无数人与刘伯明一同仰望星空。为传承
载人航天精神，神舟十三号任务策划了系列
科普和公益活动。12 月 9 日，“天宫课堂”
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
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首
次太空授课活动。此次太空授课在中国科技
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
香港、澳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共1420名
中小学生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

回顾中国载人航天近 30 年的发展历
程，中国航天人把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
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
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
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
奉献的崇高品质写入浩瀚太空，凝结成璀璨
的载人航天精神。

无垠宇宙、灿烂星空，见证中国实现一
个又一个航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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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二号飞船 6 月 17 日发射升
空以来，习近平十分关心3名航天员的
身体和执行任务的情况，23日专程来到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航天员通话。

……
习近平：海胜同志、伯明同志、

洪波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
族人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聂海胜：谢谢总书记，谢谢全国
人民！

习近平：你们是进驻天和核心舱
的首批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3个月时

间。你们在太空的工作生活情况，时
刻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你们现在身
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顺利吗？

聂海胜：感谢总书记关怀！我们
身体状况很好，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我是第三次执行任务，在天和核心舱
工作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中
国航天员在太空有了长期在轨运行的
家。身处遥远的太空，我们为伟大的

党和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刘伯明：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二

次执行任务。能够参加这次任务，我
深感使命重大、无上光荣。后续我们
将执行两次出舱活动和操作机械臂等
一系列技术验证试验，我们一定精心
操作，确保各项试验圆满顺利。

汤洪波：报告总书记，我是第一
次进入太空，已经适应了失重环境，

饮食起居和工作都状态良好，还能与
家人视频通话，我们的太空家园很温
馨、很舒适。我们对完成好后续任务
充满信心。

习近平：看到你们状态很好、工
作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建造空间
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将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
献。你们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无数

奋斗者、攀登者的代表。希望你们密
切配合，圆满完成后续任务！祝你们
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我们在北京等
候各位凯旋！

——摘自《习近平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
亲切通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代表全国各
族人民，向航天
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表示
诚挚问候 韩正
参加活动》（2021
年 6 月 24 日《人
民日报》刊发）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

本栏目主持人：潘旭涛

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航天员们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太空——

一朝飞天 逐梦苍穹
本报记者 潘旭涛

依旧是利落的敬礼，依旧是自信的微笑，依
旧是灼灼的目光……闪光灯下，神舟十二号航天
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12月7日，在北京航天城，中国航天员科研
训练中心举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

会。这是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
公众正式见面。

航天员们情绪稳定、心理状态良好，肌肉力
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储备得到进一步恢复。
在见面会上，57岁的聂海胜动情地说：“完成返

回后恢复任务，我会继续投入训练，时刻准备再
次为国出征太空。”

“时刻准备”，这是航天员始终保持的状态。
年复一年的刻苦训练、挑战极限，才成就了一朝
飞天、逐梦苍穹。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向
全国人民敬礼致意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向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向
全国人民敬礼致意的画面全国人民敬礼致意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贵州省正安县曾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遵义
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2013年以来，正安县大力推动吉
他产业发展。2020年，正安吉他年产量600万把，年产值
接近6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吉他生产基地。8年时间，
正安吉他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成为脱
贫攻坚，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殿堂里的西洋
乐器如何“落户”黔北山区的边陲小县？近日，记者实
地探访，揭开正安吉他产业的发展“密码”。

引回吉他产业链

正安是劳务输出大县。正安常年有超过20万人在外
务工，其中，有将近6万人在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吉他制造
厂工作。“从原材料进口、生产，到销售、开琴行，广东
吉他产业全链条上都有正安人。”正安县就业局职业能力
建设工作负责人陈坤华介绍。

2012 年，正安启动“筑巢引凤”，号召乡友返乡创
业，变劳务输出为“雁归兴正”，吉他产业成为目标。

2013年，正安建起国际吉他产业园，为企业提供标准
厂房，并实行“三年免税收，十年免房租”等优惠政策。
1993年就外出务工的郑传玖将在广州的神曲乐器制造有
限公司搬回正安。第一批有六七家吉他企业入驻正安。

“过去，机器零部件坏了，要去外地买，企业得停工
两三天。”贵州金韵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江波介绍，而

现在，无论是生产吉他的机器零件，还是吉他配件，都
能在吉他产业园找到。通过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网络大
力招商引资，正安吉他产业形成集聚效应。

截至目前，贵州正安经济开发区共有104家吉他生产
及相关配套企业，涵盖吉他生产、销售、物流、培训等
类型企业。身处沿海的吉他产业链，正在正安落地生根。

强服务，定标准，兴文化

既要引进来，也要服务好。正安实行“干部包保政
策”，为企业提供“贵人服务”。“企业遇到问题只需找到
对接的干部，只要是合理诉求，包保干部都会想法设法
解决，为企业省时省力。”贵州正安经开区办公室副主任
叶斌介绍。

除政策等“硬”支持以外，正安还为吉他产业提供
“软”服务。

一是建立行业标准。2020年6月，正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牵头制定的《正安吉他》团体标准正式施行，规范
了吉他原料及产品加工、包装销售等环节。今年7月，正
安县人社局牵头制定《吉他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并
通过贵州省专家组评审，规范了吉他制造技能人才评定。

二是培育吉他文化。占地2000平方米的吉他广场成
为当地的特色地标，街边护栏点缀着音符和吉他元素，
火锅店里也挂着当地生产的吉他……吉他成为正安家喻
户晓的乐器。正安还通过吉他文化进校园、吉他音乐
节、《吉他兄弟》电视剧等形式推广吉他文化。“形成人
人知吉他、人人懂吉他的浓厚氛围。”叶斌说。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走进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乐器修造实训基地，三两
学生正在手工打磨吉他音孔。十几把半成品吉他并排悬
挂于架子上，等着学生们来上弦。

为培养吉他制作人才，2018年，正安县中等职业学
校增设乐器维修与制造 （吉他） 专业，教学生制作手工
吉他。专业开设之初，学校与 10 多家吉他企业进行座
谈，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编写教材。“学生能直接上手，
企业都抢着要。”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张信强介绍，
今年，第一届乐器修造专业的42名毕业生中，39名留在
园区吉他企业工作。目前，正安县中等职业学校乐器修
造专业共有3个全日制班，在校学生158人。

“正安吉他产业能发展起来，最核心的就是人才。过
去靠在外务工的正安人带回来技术和管理人才，现在通
过校企合作，为吉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正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德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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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县吉他广场。 吴青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