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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廉颖婷

　　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

　　2003年10月15日，浩瀚的太空迎来了第一

位中国人———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搭乘我国首

飞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升空。21小时23分后的

10月16日6时许，杨利伟安全返回地面。

　　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让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飞天梦想，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奋斗追

求，成为美好的现实。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20年前，中国人首次在太空留下足迹；20

年后，中国拥有了完全独立自主的空间站。20

年来，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多人多天到两人

中期驻留再到多人长期驻留。至今，已有18位

航天员被送上太空。

　　“从2003年到2023年，这20年里，中国航

天事业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变化，在载人航

天、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领域均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

杨利伟对记者说。

　　这些成就背后，是中国航天科学家们不

懈的努力和追求，是数以万计的中国航天人

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

载人航天按下快进键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被公认

是继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中国航天史上的

第二座里程碑。此后，中国载人航天建设发展

按下了快进键——— 多人多天、出舱活动、交会

对接、太空授课、中长期驻留、舱段转位、组装

完成……

　　20年来，载人飞船由独立飞行到停靠“天

宫”空间实验室中期驻留，再到停靠“天宫”空

间站长期驻留。

　　20年来，空间实验由搭载于较小规模的

“神舟”轨道舱，到搭载于中等规模的“天宫”

空间实验室，再到搭载于“天宫”空间站这个

大型国家级太空实验室。

　　20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从“第一步”

任务圆满完成，到全面完成“三步走”战略，空

间站迈入常态化运营的新阶段……

　　在所有航天工程中，载人航天是系统最

复杂的。

　　立项之初，工程有7大系统，到空间站阶

段增加至14大系统及上百个分系统，参与单

位多达上千家，涉及数十万科研工作者。仅以

航天员搜救为例，除工程相关参研参试单位

外，还涉及外交、交通等多个部门，以及地方

政府、医疗单位等上万人参与其中。

　　载人航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一场

“大兵团作战”。因此，被大家誉为“万人会战

造神舟”。

　　“‘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就是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一个人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

出来，是什么力量呢？是因为爱。人生最大的

爱是爱国。”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

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的一生与航天事业

的发展相伴随。

　　正是这种精神，20年间，中国创造了世

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纪录，在

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中国航天的

“加速度”。

　　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不到一年，密

集执行长征七号、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

天舟一号4次任务，建成我国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空间实验室。2020年5月，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首飞成功，拉开空间站阶段飞行任

务的序幕。2021年4月29日，天和核心舱发射

圆满成功。

　　从2021年4月天和核心舱发射到神舟十

四号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在20个月内，密集实

施11次发射、3次飞船返回、2次舱段转位、7次

航天员出舱，4个飞行乘组12位航天员接续在

轨驻留，航天员乘组首次完成在轨轮换，突破

掌握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站组装建造

等8项关键技术，如期建成空间站。

　　“回看20年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历

程，伟大的事业孕育了我们自己的航天精神，

那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

业，特别能奉献。正是这种航天精神，推动了

航天事业的创新发展。”采访中，戚发轫反

复对记者强调航天精神。

不带任何隐患上天

　　2003年10月15日，将杨利伟送

上太空的是长二F运载火箭。虽

然安全性足够高，但是通过首

次载人飞行，研制团队还是发

现了长二F火箭不足的地方。

在火箭飞行到120秒至140秒

的过程中，杨利伟感觉到一

种让人不适的振动。这个让

人很不舒服的振动 ，就是

POGO振动。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为了消

除航天员的不适，研制团队立即分析数据查

找原因，并对长二F火箭进行了改进，经过神

舟六号、神舟七号工作改进后，这种振动现象

彻底消失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系统前任

总设计师张智告诉记者，在不断攻关、持续改

进下，如今，航天员乘坐长二F火箭，更舒适、

更可靠。

　　因为“载人”，必须“严而更严、慎而更慎、

细而更细、实而更实”，把质量当作生命，确保

航天员绝对安全。提及安全性，张智非常严肃

地说：“虽然航天员安全性指标已高达0.997，

但即便如此，航天人仍苛刻要求‘不带任何隐

患上天’，只因为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航天界有句名言：“没有归过零，不算真

正的航天人。”

　　对“归零”，航天人总是既怕又爱。怕，因

为归零过程太痛苦；爱，因为这是中国航天走

向成熟、走向成功的“制胜密码”。

　　“为什么载人航天能取得连战连捷的不

败战绩？”“不是没有问题，关键是提前发现问

题，并在上天前彻底‘归零’，把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对关键技术反复验证，对方案严谨设计，

对质量从严把关，对管理细致入微……航天

人的“归零”原则与经过挫折淬炼的严实作

风，高高托举起一次次成功。正是这尊重科

学、追求极致的精益求精，为每次飞行默默

护航。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转入空间站

在轨建造任务阶段后，迎来了高密度

发射任务，长二F运载火箭每一次

亮相，可靠性与安全性都会

再次提升。

　　“作为航天员

‘专列’，长二F

运载火箭安全性能无疑是第一位的。经过多

次优化，如今火箭安全性评估值已经提升至

0.99996。”张智说。

　　数值的变化，离不开团队持续不断地

优化和积累。每一次飞行结束，研制团队都

会对火箭性能做评估，通过设计、制造、试

验等方方面面日复一日的积累，支撑火箭

安全性以及可靠性每个0.00001的提升，从

未止步。

探索太空的脚步更深更远

　　“从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实施，到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用了短短30

年时间。”杨利伟说，“从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到今年的20年里，我们见证了航天技术的突

破，可以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非常巨大的

成就。”

　　30年里，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共取得4000

多项发明专利，推动航天产业跨越发展，并辐

射带动原材料、微电子、机械制造、化工、冶

金、纺织、通信等领域快速发展，极大促进我

国科技水平整体提升。尤为宝贵的是，培养了

一支作风过硬、专业扎实、善于攻关、堪当重

任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我国航天科研试

验能力整体跃升。

　　对于未来的太空家园，戚发轫说：“我们

的空间站还在不断完善，规模会越来越大。把

人送上空间站不是我们的目的。如何利用这

个平台，让科学家们有新的发现，取得更多科

学上的成果，更好地去探索浩瀚宇宙，这是我

所希望的。”

　　展望未来，中国航天事业面临着重要发

展机遇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将迈得

更远。

　　“根据规划，我们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

首次登陆月球，推动载人航天技术由近地走

向深空，深化人类对月球和太阳系起源与演

化的认识。同时，我们将深化国际合作，与其

他国家分享经验，共同发展，为人类航天事业

作出更多的贡献。”杨利伟说。

　　据张智介绍，我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载

人火箭包括两种构型，其中载人登月构型起

飞重量与现在的火箭相比大很多，达到2100

余吨，推力达2600余吨，可以将27吨有效载荷

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为将来载人月球探测

服务。

　　“目前，登月航天员选拔训练方面的准备

正在进行。载人登月与近地飞行有很大区别，

对技术和航天员的要求非常高。”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专家田立平说。

  图① 中国空间站。

  图②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

  图③ 杨利伟在太空自拍。

  图④ 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平

稳着陆后出舱。

图片来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10月16日，58岁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

计师杨利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北京市少年宫，

他的出现引来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杨利伟在“回望飞天路 逐梦新征程”我国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20周年——— 少先队员与

载人航天面对面主题队日活动中，与来自全国

各地的300余名少先队员和少先队辅导员面对

面交流。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发展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杨利伟说：“心里很激动，也有很多

愿望。”

　　“每每回想起来，那时确实很激动。但在那一

刻，更多的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自己的梦想和祖国

的需要能结合到一起，对于一名航天人而言，是最

大的幸福。”杨利伟讲述了执行载人首飞任务时的

心情。

　　20年前的那一幕似乎就在眼前。

　　2003年10月14日，发射前16小时，从航天员三

人首飞梯队中，选优确定了首飞航天员杨利伟。

　　10月15日，杨利伟熟睡到凌晨2时。在工作人

员敲了两次门后，他起床接受身体检查。吃早餐

时，杨利伟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一点葡萄酒，与航

天员聂海胜、翟志刚碰杯，以示喜庆。凌晨3时，出

发前的杨利伟在中国航天员公寓门上写下“首飞

航天员”几个字。

　　进入飞船，离火箭点火起飞的时刻越来越近

了。想到肩负的重大使命，想到有那么多人在关注

着他，就在零号指挥员下达倒计时口令时，杨利伟

情不自禁地举起右手，发自内心地向祖国、向关心

他的每一个人，敬了一个军礼。

　　10月15日9时，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

顺利升空。11时过后，杨利伟开始在太空中进餐。

这是一顿不同寻常的午餐，杨利伟一边看书，一边

用捏挤包装袋的方式享用着颇具中国特色的

午餐。

　　10月16日6时许，绕地球飞行14圈后，杨利伟

乘坐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稳稳着陆于祖国

大地。

　　“感受太空的奇妙，是建立在科技发展的基础

上的。”杨利伟告诉记者，“当我置身太空，我感受

最深的是科技的伟大、祖国的伟大。所以，当我返

回地球步出返回舱，才会不由自主地说，我为我的

祖国感到骄傲！”

　　杨利伟出征的一小步，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里

程碑式的一步，更是中国人探索太空的重要一步。

杨利伟“飞天”成功，也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梦。

　　然而，载人航天飞行是一项高风险性、高挑战

性的事业。

　　这是惊心动魄的26秒。2003年首飞初始，杨利

伟感觉良好。然而，当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高度

时，火箭和飞船突然开始剧烈振动。

　　“感觉五脏六腑都要碎了。”杨利伟回忆，“有

一刹那，以为自己要牺牲了。”这个痛苦的过程持

续了26秒，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他硬扛了过去。

  直到飞行器整流罩打开，刺眼的阳光从舷窗

外照射进来，才让杨利伟忍不住眨了眨眼睛。听到

杨利伟的报告声传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厅里

掌声雷动。

　　杨利伟说，我们航天员深知从事这项事业的残酷性，但是我们更深知，我们

所肩负的是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一代代航天人的信仰和付出。我们曾面向党旗发

出誓言，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为了民族的飞天梦想，甘愿献出我们的一切！这就

是我们的信仰。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体会

过就不知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拥有过就不知其中的真谛。”在杨

利伟眼里，这就是航天员大队生活。

　　这些年，杨利伟积极投身到科普和公益活动中，他想通过自己

的工作经历，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热爱航天、崇尚科学的热

情，在他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为他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

翅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从

‘跟跑’发展到‘并跑’，将来我们还要去‘领跑’。”杨利伟

说，“作为航天员，我希望飞向更深远的太空。”

　　时至今日，杨利伟依然按时参加训练。他说：“不忘

初心、积极求飞，飞天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选择了这

份事业就意味着责任。我和所有的航天员一样，随时

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

　　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后续发展，杨利伟向记者描

绘了这样一幅蓝图：逐步从近地空间走向地月空

间，进而走向深空，支撑国家发展利益向地月空间

拓展，建设形成我国主导的地月空间安全圈、经

济圈、科技圈，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作出中国

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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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10月16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右二）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左三）参加“回望飞天路 逐梦新征程”我国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20周年——— 少先队员与载人航天面对面主题队日活动。

本报记者 廉颖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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