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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 "# 时 $% 分，长征运载火箭托举着神舟十

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的震撼瞬间。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神舟十号飞船于 !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载着三名航天员腾空而去，

用几分钟穿过大气层后，实时送出的蔚

蓝色地球画面，让观看中国载人航天发

射的全世界观众感受太空浩瀚之美。

这是第十艘神舟飞船成功飞往太

空，&(((年到 )*&$年的 &+年间，五次

无人，五次载人，十发十捷。今年又是中

国人进入太空第十个年头，在杨利伟首

次飞天之后，十年中共有 &*名中国航天

员 &,人次飞到太空，环游，太空漫步，或

开着飞船登陆天宫一号这个太空之家。

中国人对“十”有着特别的感情，

既有对圆满的美好祝愿和向往，也有着

重新归零再次出发的意味。神舟十号的

出发也正踩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上———它

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第二步

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也开启了中国载

人航天应用飞行的先河。

在人类探索太空的梦想征程上，中

国人知道自己是后来者，但始终有着敢

上九天揽月的豪情壮志。在世界航天领

域，中国仍走在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

国的路上。十艘神舟飞船，正载着中华

民族的航天梦，向太空深邃处进发。

中国的载人航天梦想规划得很务

实。载人航天事业上世纪 (* 年代才真

正起步，比美国、俄罗斯晚了三四十

年，但务实的态度反而成就了跨越和高

效的结果。载人航天三步走的规划，立

足了自己的条件，不超前、不浮躁，照

顾了中国国情，考量了当时科技实力，

也前瞻了未来发展趋势。由于务实和独

立自主的技术积累，因此也有了跨越发

展的底气和经济高效的产出：神舟飞船

采用了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如今

它是目前人类主要的天地往返载人运输

工具之一；在空间站建造必需技术之一

的交会对接技术试验中，中国人颇具智

慧地研制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作为

交会对接的目标，大大减少了飞船的发

射次数，降低成本，甚至部分超前地实现

了空间实验室的试验目标。

太空之旅目的和航天员角色的变

化，以及人们心态的转变，也显示着中

国航天梦的追逐正进入一种新境界。也

是去年 !月，三名神九航天员第一次鱼

儿般游入天宫一号，当三人在镜头面前

挥手致意时，女航天员刘洋差点要飞起

来的姿态引起了地球上人们的善意笑

声。如果中国载人航天发射是一部惊险

大片，那么现在人们观赏的时候少了紧

张，多了享受。神十女航天员王亚平即

将在太空进行的一节 +* 分钟科普课，

为神十的应用性飞行做了最好的注

脚———神十如今是为科学而飞，为航天

梦贴近每一个中国人而飞。

从追逐梦想的发展历程看，中国航

天梦简直就是中国梦的缩影：务实、自

信、从容。对航天梦而言，能够达到的

深度是宇宙的最深处，但对每一个人而

言，梦想比太空更深邃，它没有极限，

而是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

中国梦，当然是每个中国人不断超

越的梦想故事。

（作者为本报编辑）

梦想比太空更深邃
! 余建斌

新华社青岛 ! 月 "" 日电 （记者吴登
峰）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近日再次解
缆起航，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这是辽宁舰
停靠青岛某军港后首次出海训练。

据了解，自 !月底辽宁舰进驻青岛某军
港以来，官兵们充分利用港内靠泊时机，科
学安排，加紧工作，有序推进各项科研试验
和训练，先后完成了多项相关系统试验，并
结合试验开展战位区划和损管、航空保障作
业等数十个课目的训练。

图为辽宁舰的资料图片。

逄忠平摄（新华社发）

辽宁舰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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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警与俄内卫队

“合作—2013”联训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张东波、严珊） 中国

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内卫部队“合作—!"#$”联合训练，
##日在武警特警学院拉开帷幕。

这次俄方内卫部队特战队员应邀来京与中国武警部
队举行联合训练，是继 !%"&年中国武警“雪豹”突击
队赴莫斯科进行“合作—!%%&”联合反恐演习后的又一
次合作交流，也是中国武警部队第一次邀请国外同类部
队在我国举行联合训练。

据介绍，这次联合训练持续 #%天，中国武警 '(名
特战队员与俄方 !)名特战队员混合编组，双方参训队
员共同完成基础、应用和战术演练三个单元课目的训
练。基础训练包括攀登、越障、擒敌技能和狙击步枪等
多种武器射击，应用训练包括小组战术射击、房间突入
等，战术训练主要进行对恐怖分子营地搜剿、高层建筑
反劫持行动演练，在实战中相互交流、借鉴对方训练成
果和经验，共同提高维稳、反恐等技战术水平。

据新华社“向阳红 #$”

船 ! 月 "" 日电 （记者张旭
东）执行首个试验性应用航次
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正在
从江苏江阴至南海的航渡中，
记者 ## 日从现场指挥部了解
到，预计搭载“蛟龙”号的
“向阳红 %)”船一个星期后抵
达南海作业海区。
“向阳红%)”船#%日从江苏

江阴正式起航，当日#*时左右
抵达长江口，随后船舶进入东
海并向南行进，预计+!日傍晚
抵达厦门附近海域。据随船气
象保障人员孙虎林介绍，++日
至+!日傍晚，航渡海域北风转
西北风,级至(级，浪高+-,米至
!米增大至!-,米至$米。

+! 日 +* 时至 +$ 日 +*

时，航渡海域多云有阵雨，东
北风 ( 级至 & 级，+$ 日上午
转偏东风 , 级至 ( 级，浪高
!-,米减小至 +-,米至 !米。

据了解，未来三天母船航
渡海域海况不影响正常航行，
“蛟龙”号在航渡途中将进行
定位系统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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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酒泉 ! 月 "" 日电 （记者霍小光、吴晶
晶）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开启新征程。北京时间 (

月 ++日 +&时 $*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升空，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 $ 名航天
员送入太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看飞船发射。

李克强、刘云山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飞
船发射实况。

++日中午，习近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听取了天
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汇报。习近
平充分肯定各参研参试单位和部门为完成神舟十号载
人航天飞行任务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习近平说，这
次任务飞行时间长，试验难度大，面临一系列新的挑
战和考验。希望同志们牢记使命、坚定信心、周密组
织、科学实施，确保实现既定的任务目标，努力夺取
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新胜利。

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
问天阁举行。+' 时 !* 分，习近平来到这里，亲切看
望执行这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
平。习近平对航天员们说，看到你们精神饱满、英姿
勃勃，我感到很高兴。在你们即将出征之际，我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来为你们
壮行。你们执行我国第五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展现了中国人“敢上九天揽月”的豪
情壮志，这是光荣而又神圣的，全国人民都为你们感到
骄傲。为了这次飞行任务，你们进行了认真扎实的训练，
各方面做了精心周密的准备，我对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充
满信心。预祝你们成功，期待你们凯旋。

聂海胜代表 $ 名航天员郑重表示，感谢习主席，
感谢党和人民的关怀。我们一定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沉着冷静，精心操作，圆满完成神舟十号任务。请首
长放心，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习近平微笑着向 $名航天员挥手，送他们踏上征程。
问天阁外，送行的人们鼓掌欢呼。$ 名航天员列

队请示出征。随着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一声
“出发”的命令，航天员们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登
车前往发射场，进入飞船做最后的准备。

+&时许，习近平来到距发射塔 +,""米的测发指挥
楼指挥大厅，看望前指参试人员，同大家握手问候。
随后，习近平走出测发指挥楼，远眺发射塔架，详细
了解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前的测试准备情况。

+& 时 $$ 分，习近平来到试验指挥楼，登上指挥
楼平台，现场观看飞船发射。

发射场上，长征二号 -运载火箭巍然矗立、整装待发。
+& 时 $* 分，随着一声“点火”口令，承载着神

舟十号载人飞船的火箭，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
飞向茫茫太空。

火箭升空后，习近平步入指挥大厅，观看火箭和飞船
实时飞行情况。电子屏幕上显示出火箭和飞船运行的轨
迹和参数，工作人员密切监视各项数据，不时发出一道道
指令。扬声器里不断报告火箭和飞船的运行状态：逃逸
塔分离，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船箭分离，飞船进入预

定轨道，帆板展开，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
+& 时 ,* 分，张又侠宣布：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取

得圆满成功！顷刻间，指挥大厅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
中心飞控大厅里一片欢腾。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等走到工作台前，同工
作人员一一握手，对飞船发射成功表示祝贺，向大家
表示亲切的慰问。

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组织实
施的第五次载人航天飞行，是神舟飞船和长征二号 -运
载火箭组成的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首次应用性飞
行。根据计划，神舟十号飞船在轨飞行期间，将与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两次交会对接。已成功与神舟八号、
神舟九号飞船进行' 次交会对接试验的天宫一号目标
飞行器，目前已进入预定的对接轨道，在轨运行稳定，设
备状态良好，静候神舟十号飞船的到来。

!月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观看神舟十号

载人飞船发射。图为习近平向即将出征的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王亚平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神舟十号发射成功
习近平观看发射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刘云山在北京观看发射实况

据新华社酒泉 !月 ""日电（记者霍小光）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晚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接见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
任务参研参试单位代表。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向神舟十号飞船发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向
参加这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时 $"分许，习近平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
体育馆，同天宫一号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参研参
试单位代表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今天，神舟十号飞船成功发射、准确入轨，
我国第五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首战告捷。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

习近平指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
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
程重大战略决策以来，航天战线的同志们秉持航天报
国的理想和追求，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志们为祖国航天事业
建立的卓越功勋，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说，神舟十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是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第一阶段的收官
之战，对巩固和完善空间交会对接技术、推动空间实
验室和空间站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同志们总结
经验、再接再厉，精心做好各项后续工作，确保任务
取得全面胜利，在实现航天梦的征程中谱写新的壮丽
篇章。

习近平勉励参研参试单位代表

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国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成立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记者石畅） 为进一步传承

古籍修复技艺，更好地保存保护中华古籍，国家图书馆
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 日在其古籍
馆举行揭牌仪式。

当日，在古籍馆还举办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成
果展”，集中展示了国家图书馆专业人员完成的馆藏
《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敦煌遗书等国宝
级珍贵文献的修复成果。

本报今日推出端午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