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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访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包丽颖

传承载人航天精神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中国航天事业已走过65年的风云岁月。65年来，中国航
天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始终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其中，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继“两弹一星”之后，又一项高
科技国家重点工程。它不仅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有着
重要意义，更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象征性标
志。

从“两弹一星”奠定中国航天基础，到“863计划”描绘中国
高科技发展蓝图，从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的制定，到载人航天工
程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回眸我国载人航天从艰难起航到
阔步跨越的壮美征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党中央的战略决策
和精心谋划下，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科学发展与进步。

也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默默奉献的中国航天
人用自己的青春、智慧、热血和生命，铸就了通向太空的探索
之路，也孕育出不朽的载人航天精神。

“自力更生”精神孕育我国最初的航天精神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太空的努

力。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航

天事业正式起步。国防部五院的建院方针是：“自力更生为
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这条方
针孕育了我国最初的航天精神，核心就是“自力更生”。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
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很快，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完
全自主研制的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太空唱响
《东方红》，宣告中华民族从此进入航天时代。

当日，在即将发表的新闻稿上，周恩来总理加上了“坚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字句，充分展现了中国航天人在航天
事业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意志和决心。“自力更生”的航天
精神在实践中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1983年底，航天工业部将航天精神概括和提炼为：“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

在传统航天精神的激励下，中国航天人不断创造着奇迹。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上书中

共中央，要求开启国家高科技计划，跟进世界先进水平。这就
是著名的“863计划”。

从这一年开始，科学家们经过多次讨论和论证，对中国载
人航天发展的途径逐渐形成了共识：从载人飞船起步。

在“863 计划”的催化下，我国航天事业迎来新起点。
1992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定名

“921”工程，“921”工程的核心即载人飞船。
1992年8月1日，中央军委专门委员会召开会议，就发展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形成纪要。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无人和载人飞船，开展空间
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
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空间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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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征程中铸就新的载人航天精神
在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的征程中，传统航天精神不断

被继承和发扬，并铸就成新的载人航天精神。
1999年11月20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航

天事业迎来高光时刻。这一天，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新研制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托举着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
船“神舟一号”腾空而起，奔向太空。神舟飞船首飞成功，为继
续执行载人航天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12月19日，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试验被列入2003年
度工作要点，这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2003年10月15日，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杨利伟乘
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并
于次日巡天归来。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进入太空
那一刻，杨利伟摘下手套，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下这句话，内心
无比自豪。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在这一天终于实现，中
国的航天事业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

2003年11月7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我国首次
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指出：在长期的奋斗
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
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
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2005年10月12日，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当天，中国第一艘执行“多人多天”任务的“神舟六号”
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历时4天19小时33
分，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顺利完成双人多天太空飞
行，顺利实现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第
一步目标。

时隔三年，2008年9月27日，当航天员翟志刚身
穿“飞天”舱外服打开“神舟七号”飞船舱门，在太空迈出
了中国人的第一步，说出太空中的第一句话：“‘神舟七
号’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问好！”时，举国欢腾。通过
电视信号，全世界观众都见证了这面由科技人员绣织
而成的五星红旗在太空中飘扬。中国也由此成为继美
苏后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2016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天宫
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
试人员代表时，再次概括总结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并鼓励大家勇攀高峰、不断前行，为建设航天强国和
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

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传统航天精
神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经过几代航天人奋斗拼搏凝聚而成的载人航天精神，
不断为后人照亮前路。

为实现“航天梦”继续奔向更远的星
辰大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航天人又踏上了航天

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不断收获了“玉兔”探月、“天
问”探火、“神舟”飞天、“天宫”筑梦等新的累累硕
果。

“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

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话语，不断激励着一代代中
国人继续奋进翱翔、筑梦太空。载人航天精神也在新
时代沃土上灿烂绽放。

2011年9月29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天宫一号”目
标飞行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
预定轨道。据时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原副总指挥张建启介绍，“天宫一号”是中
国首个空间实验室雏形。“天宫一号”的发射，完成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二步目标，中国航天事业离建
设空间站的目标越来越近。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一张照片吸引了
记者的注意：2012年 6月，“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
发射后，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和其他两位航天员景
海鹏、刘旺，漂浮在船舱中微笑着向镜头比“耶”，向世
界展现出中国航天员的自信模样。在那次任务中，三
名宇航员成功完成了“神九”与“天宫一号”的载人交
会对接，首次入驻“天宫”。

2016年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与“天
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航天员
景海鹏、陈冬相继进驻天宫二号。2019年 7月 19日
21时，“天宫二号”受控离轨并多次再入大气层，标志
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全部任务圆满
完成。建设中国空间站的时机终于成熟。

2021年4月29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期
盼已久的中国空间站“天和一号”核心舱终于发射成
功。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与美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
握空间站技术的国家。

6月17日，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
发射，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
入太空，他们成为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空间站阶段后
的首批太空访客，这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我们的火箭不辱使命，过程艰辛，结果圆满”，6
月17日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长征二号
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容易在微信朋友圈打下这几个
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有了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就意味着中国人在太
空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7月4日，当“神舟十二
号”航天员刘伯明出舱的一瞬间，面向茫茫宇宙，目
之所及是璀璨星河，这曾是刘伯明脑海中的画面；从
民间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到敦煌石窟里的“飞天”
壁画，这也曾是数代中国人的“飞天梦”。如今，梦想
均已照进现实。

仰望星空，逐梦九天。从杨利伟随“神舟五号”
首次进入太空，到“神舟七号”首次实现航天员出舱
活动，再到“神舟十二号”成功链接中国人的太空家
园……30年如一日，中国航天人一直按照“三步走”
战略扎实推进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
伟大的事业。随着载人航天精神汇入伟大的民族
精神长河，必将凝聚起更加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在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探索浩瀚无边的宇宙，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建设航
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是中华儿女不懈的追求。经
过几代航天人奋斗拼搏孕育而成的载人航天精神，不
仅托起了中国人的航天梦，更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是什么造就了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内
涵和时代价值是什么？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增强全社会
对载人航天精神的价值认同？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了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包丽颖。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造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包丽颖：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项伟
大事业。1992年9月21日，党中央作出了实施载人航
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
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全面阐
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2005年11月26日，在庆祝神舟
六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对载人航
天精神作了进一步阐述。2016年4月24日，在首个

“中国航天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
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
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
神。

综上，我认为，是三大因素造就了载人航天精神。
一是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坚强领导。中国

航天事业是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邓小
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
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
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1992年，当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的时候，几乎一切从零开始。工
程实施以来，正是因为党中央统一指挥、坚强领导，充

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载
人航天事业才创造出了震撼世界的辉煌业绩。

二是源自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实践。从“嫦娥奔
月”到“万户飞天”，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延续了千年。当
首次载人飞行的神舟五号飞船返回地面时，中国航天
事业用了11年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航天界几十年
的跨越。现在，我国是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第
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也是一个已经迈进空间
站时代的国家。正是这一系列载人航天实践，才不断
铸就了载人航天精神的标识。

三是发展于一代代英雄航天人的非凡业绩。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是长期封锁倒逼了中国的自主创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航天工作者不
懈求索、自主创新的实干奋斗史。从1958年北京工业
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师生发射新中国第一枚二级固
体燃料探空火箭投射出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枚“问路
石”，到2021年“神舟十二号”发射成功，中国航天事业
从跟跑到并跑到如今部分开始领跑，正是以钱学森、任
新民、孙家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航天科技工作者，紧紧
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铆足中国人的
志气、底气和骨气，才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航天奇迹，
撑起了中华民族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记者：如何理解、认识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和时代
价值？对今天有何启示？

包丽颖：载人航天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
其最宝贵的时代价值正是在当前两个大局的特殊时代
背景下，立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激励我们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
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载人航天精神启示我们：一是要高扬爱国主义的
时代主旋律，心怀国之大者，勇于担当作为。不能把爱
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
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

民，奉献国家。二是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
功夫。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
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
路。载人航天精神启示我们，在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和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面前，唯有赓续我国科技事业
代代相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红色基因，才能有机
会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维护国家的科技和发展安全。三是要把发展科技第一
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
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传承弘扬载人航天精神，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人才
的教育培养，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
质量；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
造就一批高水平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要高度重视青
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各个领
域共育新人、共建航天科技强国。

记者：如何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对载人航天精神的
价值认同，让这一精神持续浸润各行各业，指导培育时
代新人？

包丽颖：一方面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面向社会各行各业加强载人航天精神的
宣传教育，同时开展好形势政策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
变化，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长效机
制，把以伟大建党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作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
材、宝贵财富，坚持学思践悟相统一，使爱国主义成为
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近年来，北京理工大学每年坚持开展的“担复兴大
任、做时代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对传承红色基因、用好
红色资源开展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作了很好探索，也
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我们党和国家这些伟大精神所创造
的持久生命力。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奉献载人
航天
精神

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

——2013年7月26日，习近平在会见“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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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汤洪波向全国人民敬礼致意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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