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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寰宇 梦圆“天宫”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侧记

  图为参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的小

朋友。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廉颖婷 摄

□　廉颖婷

　　

　　在“逐梦寰宇问苍穹——— 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展厅

里，“光辉历程”板块格外引人注目。

狭长的展板上，记录着中国航天人

三十年的艰辛奋斗历程。

　　1992年，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

天工程，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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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

造，工程“三步走”战略目标全面实

现，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标

志性成就。

　　“三步走”是一个极具中国特

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战略设计，是从

现实国情出发、被无数实践证明了

的创新之举。自载人航天之后，“北

斗组网”“嫦娥探月”也都选择了这

一科学的发展路径。

　　三十年来，载人航天工程突破

和掌握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建立了

独立自主、完整配套的工程体系，实

现了从无人到有人、从短期到长期、

从舱内到舱外、从单船飞行到大型

复杂空间组合体运行的重大跨越，

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

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

  回首中国载人航天三十年，一

个鲜明特点就是稳扎稳打、稳中提

速，前二十年扎实夯基垒石，后十年

全力加速冲刺。

　　三十年来，载人航天取得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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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航天人这种尊重

科学、追求极致的精益求精，为每次

飞行任务保驾护航。

　　今年，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开局之年，根据任

务安排，将组织发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六号、神

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转入应用

与发展新阶段后的首批飞行任务。

  空间站建成后，还将开展大规模空间科学实验。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外空司共同遴选的首批实

验项目，计划于今年开始陆续上行，在中国空间站开展实

验研究。

　　在距地球400公里外的近地轨道，中国人已成功完成

“天宫”建造，不仅如此，探索的目光早已投向38万公里之

外的神秘“月宫”。目前，已完成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攻

关和方案深化论证，今年将全面开展登月阶段各项研制

建设工作。

  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提升大国地位，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

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

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正如一次出访活动中，年近八旬的老华侨紧紧拉着

航天员杨利伟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你们飞多高，中国人

的头就能昂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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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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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展厅。

图② 橱窗里展出的新一代飞天航天服。

图③ 天和核心舱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图④ 参观者观看神舟十三号返回舱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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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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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参观者在“光辉历程”展板前驻足观看。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韩潇

　　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逐梦寰宇问苍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大厅里人流如

织。在宽阔的展厅里，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可步入

舱内参观的天和核心舱1：1模型，空间站组合体1：4

模型，长征二号F、长征七号、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等模型，还可以看到航天服、火箭发动机等实物，新

一代载人飞船及月面着陆器等未来载人登月主要

飞行产品模型更是首次展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于1992年9月21日正式立项

实施，2022年圆满完成“三步走”战略任务，全面建

成中国空间站。目前，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

新阶段。

　　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几代中国航天人经过

三十年接续奋斗，建成自主建造、独立运行的“天

宫”空间站，成功突破掌握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创造了重大飞行任务27战27捷的辉煌战绩，在建设

航天强国、攀登科技高峰的征程上又增添了一座彪

炳史册的“里程碑”。

“万人会战造神舟”

　　国博展厅里，神舟十三号返回舱前围满了参观

者，他们在斑驳发黄的返回舱前驻足、拍照。

　　一大早便赶到国博参观的李灿仔细打量着神

舟十三号返回舱，并向旁边的管理人员询问：“这是

实物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俯身研究展板上关

于载人飞船返回舱的简介。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载人飞船发射和返回直

播，现在能近距离看到返回舱实物，非常震撼，我们

的航天员太伟大了。”李灿对记者说。

　　“妈妈，你看，这是逃逸塔，那个是返回舱，这是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6岁的刘岳阳指着展厅里的模

型和实物，兴奋地对母亲岳美霞说。

　　“孩子对载人航天特别感兴趣，平时我们会从

网上给他看一些相关新闻和资料。得知国博有载人

航天工程三十年成就展，我特意带他过来看看。”岳

美霞告诉记者。

　　时间回到1992年，这一年至2005年，是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的“圆梦飞天”阶段。

　　1992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集体审议《关于

开展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这是一个关

乎中国航天事业甚至众多高科技领域前途命运的

重大战略决策。

　　1992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我国完成神舟一号

到四号4次无人飞行任务，全面验证了各系统功能

性能、系统间接口协调匹配性，健全完善了研制试

验组织指挥体系和相关基础条件建设，为执行首次

载人飞行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

轫至今对载人飞船研制历程记忆犹新：飞船有13个

分系统、涉及300多家协作单位，船上装有300多根

电缆、600多台设备、8万多个接点、10万多个元器

件、50多万条软件程序，每一个焊点、每一根导线、

每一行语言都不能错。

　　在神舟一号研制过程中，仅一个火工锁就进行

了100多次可靠性试验，飞船第一次联试用了200多

天时间。因此，被大家誉为“万人会战造神舟”。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我国首飞航

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并安全返回，我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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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数字，从侧面反映了三十年里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取得的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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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等领域快速发展，极大促进我国科

技水平整体提升。立项之初，工程有7大系统，到空

间站阶段，已增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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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为宝贵的是，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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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后续其他

重大航天工程建设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载人航

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感慨地说，“实施这样宏大

的工程，没有党中央集中统揽，没有全国大协作，是

不可想象的。”

“天上宫阙”长期有人了

　　李开心在北京春风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这

次成就展，他特别关注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环控

生保系统。“像二氧化碳去除装置、微量有害气体去

除装置等，为我们揭示了航天员在太空舒适生活背

后的秘密，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航天员在轨环境资源

的再生利用过程。”李开心说。

　　展厅里，新一代飞天航天服实物和航天员陈

冬、刘洋穿过的航天服，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这些展品不论是实物还是模型，都有丰富的

细节，作为航天发烧友非常兴奋，满足了自己的好

奇心。”华中科技大学的徐家琪说，最大的收获就是

近距离观察了舱内和舱外航天服，看到很多电视上

看不到的细节。希望未来能够多举办这类展览，让

大众多一些近距离接触我国航天事业和高端科技

的机会。

　　浏览“载人航天精神和文化”展板，上面布满了

“精神传承”和“英模人物”的图片，“授予：长征七号遥

六试验队成功”等鲜红的锦旗，醒目地悬挂在展板

上方。

　　“圆梦飞天”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逐

梦九天”，载人航天建设按下“快进键”。

　　在2005年到2012年的八年时间里，我国先后执

行神舟六号、七号、九号3次载人飞行，以及神舟八

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先后突破掌握天地往

返、空间出舱、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一举跨越发达

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2021年6月17日，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

波进驻天和核心舱，创造了中国人首次进入中国空

间站的历史。10月16日，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

光富顺利开启长达6个月的在轨工作生活。

　　去年11月29日，航天员邓清明终于追梦成功。

作为我国首批航天员，他为这一天准备了近25年。

他深深明白，飞天是数以万计航天人乃至全国人民

共同追逐的梦。11月30日，神舟十四号、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在太空“胜利会师”。一位航天人在微博

上写道：“历史将记住今天，中国在‘天上宫阙’长期

有人了。”

  “看完展览，能够感受到我国科技力量的日渐

强大。载人航天三十年间发展迅猛，这是千千万万

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北京燕山

玉龙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张春升对记者说，

“我有几个师兄都在航天领域工作，他们真的是把

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我国的航天事业。所以，我看

到展板上的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感受很深。”

探索太空的脚步更稳更远

　　2022年11月17日，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

设计师王永志院士90岁生日。这天，刚完成出舱任

务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专门从空间站发来生日

祝福。

　　三十年前，王永志、戚发轫等第一代创业者在

花甲之年扛起重任、奋斗终身，至今仍时刻牵挂事

业发展；周建平、黄伟芬、杨宏、顾逸东等第二代航

天人不断磨砺成长，已成为领军人才；如今，80后、90

后甚至00后们，开始在各自岗位勇挑重担。

  沿着成就展“光辉历程”展板一路走下来，载人

航天工程三十年历程的时间画卷徐徐展开。

　　2013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启“筑梦天宫”之

旅。这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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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

验，突破掌握航天员中期驻留、空间站货物运输等

关键技术。

　　此后，航天人每一步都迈得更快、更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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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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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空间站组装建造最快

纪录。

　　去年11月12日12时10分，天舟五号货运飞船顺

利实现与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超快速交会对接。

本次任务首次实现两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造

了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成功在

轨应用。

　　在这次成就展上，天和核心舱1：1模型最为亮

眼。参观者好奇地围绕模型仔细观看，并拍照留念。

在天和核心舱模型上方，抬头可见空间站组合体1：4

模型。

　　刚参观完天和核心舱模型的退休干部李维告诉

记者：“置身核心舱，好像自己也是航天员，能够想象

他们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独特。”

　　成就展首次展出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及月面着

陆器等模型，让航天爱好者卫先生兴奋不已：“我

今天拍了很多照片，也是第一次看到新一代载人

飞船及月面着陆器等模型，很开心在展览上看到

月壤。”

　　不久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表示，

目前，按照中国政府批准的载人月球探测发展战略，

开展了关键技术攻关和方案深化论证。突破了新一

代载人飞船、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月面着陆器、登

月服等关键技术。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不会只停

留在近地轨道，将来一定会迈得更稳、更远。

本报北京3月21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