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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站 我们来了

清凉的晨风吹醒了戈壁滩。
6月 17日清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

员公寓——问天阁，一场激动人心的太空远
征即将从这里起航。

6时 30分许，问天阁南侧门打开，神舟
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 3 位航天员聂海
胜、刘伯明、汤洪波身着乳白色航天服，面
露微笑，从容走来。

他们即将开始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

一步、两步、三步……指令长聂海胜走
在中间，刘伯明和汤洪波分别在他的左右
紧紧跟随。

这是坚定的步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激扬的乐曲声中，3 位航天
员踏着乐点前行。

这是默契的步伐。作为入驻中国空间
站天和核心舱的第一批航天员，他们将在
轨驻留 3个月，协同进行一系列具有突破性
的高难度操作。为此，3位航天员进行了每
人超过 6000学时的高强度训练，配合度、相
容性达到了新高度。

这是稳健的步伐。从一人一天到多人
多天，从舱内工作到太空行走，从短期停留

到中期驻留……中国载人航天跨越了一次
次重大关口，实现了一系列从梦想到现实
的突破。

梦想可以翱翔于九霄，而实现梦想，永
远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当世人惊叹
于中国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时，其中的汗
水与泪水，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
会。

在 3位航天员身后的墙面上，是执行此
前 6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的照片，三
度出征的聂海胜与再度出征的刘伯明也在
其中。

奔向星辰的征途上，勇士们无暇回顾
往昔的荣光。要追逐愈加高远的深空梦
想，只有向前、向前！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航天员汤洪波。”
“出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

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
福沉稳有力的命令在广场上空回荡。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
亮……”广场响起《歌唱祖国》的歌声。

“向航天员学习！向航天员致敬！”“祝
你们成功！等你们凯旋！”科技人员、部队
官兵、少年儿童以及身穿蒙古族、裕固族等
民族服装的欢送人群手捧鲜花，挥舞国旗，
为出征的勇士加油鼓劲。

其中，一片稚嫩而整齐的口号，出自一
群东风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也许，他们
还无法理解今日远征的全部含义。但，这
样激动人心的一幕，必将在那幼小的心灵
中播下一颗颗探索、勇毅、奋发的种子。

“在我们今天的科研团队中，就有不少
青年骨干，是在学生时代受到杨利伟等飞
天事迹的感召，才投身航天事业的。”载人
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此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3位航天员一边向人们挥手致意，一边
登上了出征的车辆。车队穿过夹道欢送的
人群，向发射场驶去。

广场上的人们仍然沉浸在激动与振奋
里，久久不愿散去。也许，问天阁楼顶那一
排红色的大字，能道出今天所有送行者的
心声——

再次出征，再夺胜利，再创辉煌！
新华社甘肃酒泉6月17日电

勇士 等你们凯旋出征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身着乳白色航天服，面露微笑，从容走来

“我的期待也是你们的
期待。当我面向茫茫宇宙，
极目璀璨的银河，环绕光艳
夺目的天宫，我期待亿万国
人随同我们一起体验‘我心
飞翔’。”问天阁里，三位航
天员庄严敬礼。通向宇宙
的红毯徐徐展开，时隔五
年，中国航天员重返太空。

苍穹之上，“天和”“天
舟”组合体静待“神舟”的到
来。这座宏伟的“天宫”，是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未
来三个月的“家”。三人将
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
间站在轨组装建造阶段后
的首批太空访客。而英雄
的两次出舱，将在中国航天
历史上书写新的一笔。

国人的发展计划，多是
“三步走”，载人航天也不
能免俗。从一人一天到多
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太
空行走，从短期停留到中
期驻留……先后突破掌握
了天地往返、太空出舱、交
会对接等关键技术，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用一个个坚实
的足印，把奇幻的梦想变成
了现实。

抬头仰望满天星河，那
时陪伴我们的那颗，当时的
故事是否还记得——

上一次“问天”，是2016
年 10 月 17 日。景海鹏和陈
冬驾乘神舟十一号飞船，执
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
务。中国自信刷新出的中
国高度，让一次次飞天壮
举，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记忆。

但请看到，人类迈向太
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
的险阻——刘伯明还记得
十三年前，当同伴翟志刚打
开神舟七号飞船舱门时，

“轨道舱火灾”的报警声响
起。顶住巨大压力，航天员
迅速作出决策——景海鹏
继续操作飞船，刘伯明和翟
志刚临时调整实验顺序，先
把五星红旗带出舱外。后
来证实火灾信号是一次仪
表误报。返回后，三人曾
说：“如果回不来了，就把这
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
的永别。”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也
请向一群特殊的“少年”致
敬——备份乘组，这个角色
鲜为人知，却不可或缺。“宁
可备而不用，但不能用而不
备”。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他们心中的信念丝毫
未减。

17日，祖国的航天英雄
抵达了我们自己的空间站；
在未来的三个月里，中国人
在太空的生存时长纪录将得
到突破；在未来的两年内，
我们的空间站运行体系将实
现从无到有的建立。探索永
无止境。中国航天也将以
2021 年 6 月 17 日为起点，走
向更加浩渺的深空。

你们落在了星空，而我
依旧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
你们，就是我眼里的苍穹。
相约九月金秋时节，我们在
东风着陆场等你们凯旋。

郜阳

抬头看到的你们
就是我眼里的苍穹

刘伯明 聂海胜 汤洪波

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这是航天员聂海胜（右）、刘伯明（中）和汤洪波在
出征仪式上挥手。 新华社 发

6月 17日，长征二号 F遥十二运载火箭
划破苍穹，成功将载有 3位航天员的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送入预定轨道。

长征二号 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此前基
础上，共进行了 109项技术状态更改，其中
有 70余项与可靠性提升相关，再次刷新了
自身纪录，处于世界前列。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 F运载火
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武权用考试打比方，
从 50分提高到 90分相对容易一些，但从 90
分提高到 91分，背后的工作并不比从 50分
提高到 90分少。

研制队伍在追求安全性的道路上从
未止步，遥十二运载火箭对逃逸安控体制
进行了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安全

性。
假如火箭突发意外情况，逃逸飞行器

会像“拔萝卜”一样带着返回舱飞离故障火
箭。返回舱与逃逸飞行器分离后，打开降
落伞，缓缓降落到地面。但开伞过程中，返
回舱会受到地面低空风的影响。

研制人员在现有的控制逃逸发动机的
基础上，通过对软件进行调整，使逃逸飞行
器可以向垂直于地面风的方向逃逸，更加
安全、灵活。

本次发射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还首
次采用了起飞滚转技术，更加灵活。

以往，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的任务较为
单一，射向基本一致，火箭点火起飞后，经
过俯仰转弯等姿态调整，直接瞄准一个固

定的射向，在一个射面内飞行即可。但后
续空间站在建造和长期运营过程中，轨道
倾角会有一个变化范围。

火箭要适应这种变化，有两种方法：
一是针对每次任务的轨道倾角，改造瞄准
间，确定火箭射向；二是通过火箭自身起
飞滚转适应轨道倾角的变化和射向的变
化。

因此，型号队伍根据任务特点，从火
箭自身出发，在载人状态的长征二号 F 运
载火箭上首次应用起飞滚转技术，使火箭
起飞后在空中转体，转到合适的角度后，
再飞向任务要求的方向。采用该技术以
后，火箭更加灵活，任务适应能力也进一
步提高。 据新华社电

“神箭”再送“神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