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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上午，两名神舟十一号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首次在公众面前
亮相，并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你今年已经50岁了，
又是一名将军，是什么力量支撑你
第三次出征太空”的问题时，景海
鹏回答说，航天员是我的职业，太
空飞行是我的事业，更是我崇高的
使命。虽然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和
风险，乃至危险，但我喜欢、热
爱、甚至享受我的工作。作为一名
航天员，能够多次执行太空飞行任
务，是我们的梦想和追求。非常荣
幸，我能够第三次出征太空。在这
里，我要真诚感谢我的祖国和人
民，感谢万千航天科技工作者，感谢
他们的付出和托举。我决心不忘初
心、矢志不渝，当好一名航天员。

2010年成为第二批航天员，等
待6年迎来自己第一次飞天，和预
期相比快还是慢？陈冬回答说，这
次任务来得不早也不晚、不快也不
慢，时机刚刚好。这次能与景海鹏

组成飞行乘组，我觉得很幸运，心
里很踏实、非常有底！

在回答本报记者“第一次执行
航天飞行任务，为此做了哪些准
备”的问题时，陈冬说，自从加入
航天员队伍以来，就一直在做各项
准备，在思想、身体、心理、专业
技能和团队协作等方面接受全面训
练，为每次任务打牢基础。此外，
针对每次任务，还要进行专项训
练，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重点提高
了应急情况处置能力、医学急救互
救能力、空间实验能力。我感到，
只有把地面训练当做太空实战，才
能在太空实战中自信从容，就像在
进行地面训练一样。

此次任务中，香港中学生提出
了 3个在太空去操作的科学实验，
分别是太空养蚕、双摆和聚合物薄
膜实验。对此，陈冬说，这些香港
“小设计师”设计了适合在轨飞行
开展的实验方案，充满了奇思妙
想，将给我们这次太空之行增添许

多趣味。我们在地面已进行了充分
的训练，将在天宫二号组合体运行

期间开展实验，相信能达到预期的
实验效果。这里，我想对包括香港

“小设计师”在内的热爱航天的青
少年说，期待有一天，你们也能加
入我们的行列，飞上太空亲自探索
宇宙的奥妙。

按照计划，中国空间站将于
2020 年前后建成，对此有什么期
待？景海鹏回答说，中国空间站是
中国人的太空家园，是每一名航天
员的梦想宿营地，我当然充满期
待。据我所知，世界上有的航天员
已经飞行7次，有的航天员已经累计
飞行800多天，有的航天员一次任务
飞行400多天，我还得向他们学习。
对空间站来说，我还是一名新兵，期
待着为空间站建设发展多作贡献。
“6+1”的太空生活模式，业余

时间怎么过？陈冬说，第一次执行
航天飞行任务，会珍惜在太空中的
每一刻，一定会多看看窗外的美
景、美丽的地球和祖国，还会尝试
做一些地面做不到的事情，有空的
话会看看家人和战友的照片、看看
电影、听听音乐、写写日记。同

时，这次任务安排的各类试验挺多，
还要抽出一部分时间，进行前期工
作总结和下步工作准备。总之，就是
细致工作、健康生活、享受失重。

出征太空前，想对自己家人说
些什么？陈冬说，这么多年，我的
家人一直为我的事业默默付出，陪
伴着我，支持着我，让我能够有机
会实现梦想。军功章也有他们的一
半，必须有他们的一半。

景海鹏回答说，陈冬说的也代
表了我的心声，此时此刻，我想对
航天员大队的战友们说，你们也是
我的家人，18年来，咱们一起工
作、一起训练、一起追求梦想。我
还想对所有的航天人说，你们也是
我的家人，你们默默奉献，用心血、
智慧和汗水托举我们飞上了太空。
请家人们放心，我和陈冬已经做好
各方面准备，我们将带着家人共同
的梦想去执行任务，一定用尽善尽
美的表现，向祖国交出一份优异的
答卷。 （本报酒泉10月16日电）

神舟十一飞天在即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闪亮登场
本报记者 冯 华 余建斌

作为第二批航天员中执行首飞任务的人，陈冬一亮相，就成为媒体焦点。面对长
枪短炮的“大阵仗”，这位年轻的航天员略带腼腆却不慌张，沉稳、从容地回答着记者
的各种问题，与一旁幽默、爽朗的景海鹏配合默契。

对于新人，大家总是很好奇，为什么要选你？
陈冬腼腆一笑：“每次任务都有这个任务的特点，也会根据任务特点挑选出最适合

的航天员。我觉得我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应该是最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
也许是巧合，航天员中生肖属马的人不少。陈冬今年38岁，与景海鹏年龄正好相

差一轮，两个人都属马。说起这匹骏马能够最终翱翔太空，还真带有一丝偶然与巧合。
高三那年，听说空军要招飞行员，陈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参加了体检，没想

到最后真的被录取了。那时，陈冬就想着这辈子可能要与蓝天为伴了。
再后来，陈冬所在的部队开始了第二批航天员的选拔。遗憾的是，那时他正在执

行演习任务，没办法赶回来参加体检。“当时觉得错过了，心里有些小失落。”陈冬
说，做了飞行员后，每天驾驶战机飞行，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非常棒。但飞着飞着就
想，能不能飞得再高点看看，也想过飞出大气层是什么样。

结果，等陈冬执行完任务回到驻地后，得知由于之前体检达标人数较少，还要进
行一次补录，就这样，陈冬一步步走进了航天员大队。“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和蓝天、
宇宙密不可分，没想到真的是越飞越高！”

陈冬现在的家就在单位旁边，但是为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训练上，他选择平常住
宿舍，只有周末才回到家里。

说起家人，陈冬脸上的笑意更深，但歉意也更深。“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今年5
岁了，正是调皮的时候，不太好带。”陈冬说，有一次自己封闭训练，那时孩子还比较
小，岳父岳母就带着老二回了老家，爱人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大。过了没几
天，孩子就吵吵着要回来，还给妈妈打电话，问是不是爸爸妈妈不喜欢他了，不要他

了。这件事陈冬一直记着，总想着以后有时间
了，可以多陪陪他们。

陈冬说：“我给孩子讲过我的职业，但他们好
像不太懂。可是他们喜欢看星星、看月亮，我也畅想
过，说不定哪天我在太空看到祖国的时候，我的孩
子也在下面看着我，这种感觉真的挺好。”

这次执行任务出发之前，陈冬特意跟两个孩
子打了招呼，说爸爸会出趟远门，你们想爸爸
了，就在夜晚抬头看看天空，找找比较亮的“星
星”，说不定爸爸就在那里。

继神七和神九之后，景海鹏将第三次进入太空，创造中国航天员的记录。
三次进入太空，将是一种什么感受？
景海鹏爽朗地笑了，“我都猜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这个。你怎么又上了？为

什么上第一次还要上第二次，上第二次还要上第三次？”
为了虚名？当然不是。载人航天是高风险职业，选择了谁，那就意味着风险、挑战，还

有奉献。
真正的答案很朴实。景海鹏说，是源于对航天员这个职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

爱。从参加1996年首批航天员选拔开始，景海鹏就喜欢上了这个职业。1998年正式进
入航天员大队至今，18年的光阴，日复一日的训练，就为了等待飞天的那一刻。这其
间又经过两次飞天任务的考验、磨砺，对景海鹏来说，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已深入骨
髓。“我的职业就是航天员，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如果我干别的，那叫不务正业。”

从农家娃到英雄航天员，景海鹏说，自己能够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登上一个又
一个台阶，这都是国家培养的结果。他认为最好的回报国家的方式，就是多执行任
务。把所有科技人员的智慧，通过航天员的双手在太空实现，把有用的大量数据带回
来，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类。

在搭档陈冬看来，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任务前的模拟训练，景海鹏都是异常严格
的。作为老大哥，已经有过两次飞天经历，他依然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干航天员
这个职业，来不得半点‘差不多行了’。”这是景海鹏常说的话。

离发射任务还有十几天时，针对航天员的几十项考核全部结束，景海鹏和陈冬的
成绩都很优异。但他们还是在考核完的当天下午，又找了一位专家，专门请教与B超
有关的问题。“这次太空中要进行在轨失重的心血管研究，全靠我们自己做B超成像。
尽管我们在地面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训练，但还是要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都
考虑到。”景海鹏如是说。

三次飞天，每次的任务都不相同。第一次执行任务时，
景海鹏的妻子很担心，三天三夜没有睡觉。第二次执行任务
前，景海鹏颇为担心，问妻子：“你这次不会十几天不睡觉
吧？”妻子笑了，“当然不会了，之前不是没经验嘛！”这次要在
太空中停留33天，景海鹏颇为自信：“相信我爱人也不会有
压力的，她选择了我，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50岁的景海鹏，看起来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在这个
中国人“知天命”的年龄里，他英姿勃发，为探索天空和
宇宙拼尽全力。“我不认为自己老了，年轻人打篮球也未必
打得过我！”他笑说。

三次飞天，
只源于那份热爱

本报记者 冯 华 余建斌

景海鹏： 陈 冬：

我的梦想，
拥抱蓝天和宇宙

本报记者 冯 华 余建斌

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寄语

本报读者：探索浩瀚宇宙，探

究科学与未来，我们拥有同一

个航天梦。

景海鹏（左）、陈冬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记者见面会。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