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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平 中国女性太空行走第一人
王亚平，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2012年3月，入选神舟九号飞行任务

备份航天员。2013年6月，执行神舟十号飞行任务，同年7月，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
号。2019年12月，入选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乘组。2021年10月16日，王亚平等3名航天员
搭乘神舟十三号顺利进入太空。11月7日，翟志刚、王亚平身着我国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
服，先后从天和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进行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迈出
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步。12月9日，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化身“太空教师”在中国
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这是王亚平继2013年后第二次在太空中为全国中小学生讲课。

夏森 初心使命写就人生的脱贫攻坚楷模
夏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一位身材瘦弱、白发苍苍的98岁高龄老人坐着轮椅上台领奖，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郑
重地为她佩戴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并同她亲切交谈，老人颤巍巍地尝试起身，习近平总书记微笑
着轻抚老人肩头，示意她安心坐好，并将鲜红的荣誉证书送到老人手中。这位老人就是夏森。夏森
出生于1923年9月，14岁投身革命，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共成长的老人，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一生跟
党走的誓言，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进自己的生命轨迹。多年来，她过着简朴的生活，离休
后仍然心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累计捐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2.3万元，用于资助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两个定点扶贫县——陕西省丹凤县、江西省上犹县贫困家庭学生上学、改善贫困乡村学校教
学条件。她设立的“夏森助学金”，已资助182名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瞿独伊 与党风雨同舟的百岁老人
瞿独伊，新华通讯社原国际新闻编辑部干部、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之女。瞿独伊6岁半

就随母亲杨之华远赴国外，在莫斯科学习、生活。1941年，20岁的瞿独伊和母亲回国时被扣
押，在长达四年半的牢狱生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1946年，她被营救回延安后
宣誓入党。瞿独伊曾说：“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就更深刻地理解，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
生。”开国大典上，她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斯科建立
新华社记者站，其间多次担任周总理和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1978年，瞿独伊回到新华社，
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到离休。2021年6月29日，一百岁的瞿独伊获得了
首次颁授的“七一勋章”，29位勋章获得者中，她是唯一的一名记者。2021年11月26日因病
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李桓英 为防治麻风病无私奉献的时代楷模
李桓英，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

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初，她曾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为了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
业，主动舍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投身到麻风病防治工作，长期奔波在云、贵、川等偏远山
区，曾经4次遇险，两侧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数以万计
的麻风病患者，她提出的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麻风病“全球最佳的治
疗行动”，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2021年8月20日，中宣部授予李
桓英“时代楷模”称号。

孟晚舟 坚挺脊梁信念不倒的“女战士”
孟晚舟，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

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前后长达1028天。这是一起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
帮助实施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在异国被非法拘押的1000多天里，每次出现在公开
场合、媒体镜头中，孟晚舟都是优雅、得体、面带微笑，因为她坚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祖
国、14亿多中国人民永远是她坚强的后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
斗争，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间2021年
9月24日，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
包机返回祖国。回到祖国的土地，她深情地说，“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胡海岚 为3.5亿人带来希望的杰出女科学家
胡海岚，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教授、教育部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主任。1996年胡海岚毕业于北京大

学生物系，2002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孤身在海外时，她靠着对生物的热爱坚持科研。学成后，她拒绝众多顶尖
实验室的高薪邀请，毅然弃美回国。2008年12月加入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2015年5月加入浙江大学，2019年7
月15日获得“第12届IBRO-Kemali国际奖”。这是该奖自1998年设立以来，首次颁给欧洲和北美以外的科学家。2021
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24届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得主名单，胡海岚因在神经科学尤其是抑郁症方面的重大
发现而获奖，她的工作促进了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研发，给3.5亿抑郁症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

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运动员集体 顽强拼搏从容自信 巾帼力量闪耀东京
2021年夏天，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在东京留下令人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女运动员们，她们顽强拼搏、砥砺争先的精神

令人动容，中国女排在小组赛折戟，在三连败出局后，没有气馁，依然为荣誉而战，迎来两连胜。她们在赛场内外的自信从
容也令人眼前一亮。首金得主杨倩比赛中一枪定乾坤，走下赛场却宛如邻家小妹，还与网友分享美甲秘籍。女子举重最大
级别选手李雯雯轻松夺冠后向人们开心比心，她还大声宣告：“每个胖女孩都有自己的梦想。”14岁小将全红婵在跳水女子
10米台中，以三跳满分的超大优势拿到金牌，私下还是个“干饭少女”。“00后”管晨辰在平衡木上的“袋鼠摇手”萌翻全网
……她们对胜负的泰然处之也让人肃然起敬，吴静钰的第四次奥运之旅无缘奖牌，这位“妈妈”级选手笑得坦然，她说，这就
是时间的力量。而羽毛球女双“凡尘”组合输掉了决赛，她们赛后告诉所有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在场上敢拼敢赢、超
越自我，在场外可爱率真、从容自信，她们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新时代多元立体的女运动员形象。

叶叔华 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北京时间之母”
叶叔华，中国首位女天文台台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她在32岁时主持建立了中国世界时系统，确定了当下所说的“北

京时间”，被称为“北京时间之母”。她还是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开创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甚长基线
射电干涉测量网（VLBI），倡导并建成上海65米射电望远镜，推动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望远镜列阵（SKA）的创始国，推动上
海建设SKA数据中心。作为女性杰出人物，叶叔华对于男女平等、妇女教育、妇女参政议政等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在
2021年11月2日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上，95岁的叶叔华用英文作了20分钟的演讲，鼓励女性打
破“玻璃天花板”。她谈及天文学领域的女性力量，例举政界、科技界的杰出女性，也讲述了天文学界为促进两性平等所做
的工作。她认为，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要让女性比男性更强，而是平等享有机会。

吴明珠 用一生践行为民服务的“西部瓜王”
吴明珠，中国西甜瓜育种事业开创者、中国工程院院士。2021年5月，“中国人能自由吃瓜离不开这位奶奶”的词条登

上热搜，这位奶奶就是现年91岁的吴明珠，她曾被誉为“西部瓜王”。吴明珠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
与“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同级校友。25岁时，她向组织请求赴新疆支援建设。1956年8月，在新疆鄯善县农业技
术推广站，吴明珠开启了培育瓜种的第一步。吴明珠用了半个多
世纪，穷尽一生心血选育瓜种，构建起我国领先的西甜瓜育种技术
平台。据统计，由吴明珠主持选育并经过省级审定的有29个品
种，其中，西瓜早、中、晚熟配套品种10个，甜瓜品种19个。她所
育甜西瓜品种在新疆及全国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为社会创造经济
效益数百亿元，让不是甜瓜初生起源中心的我国，成为全球甜瓜分
类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甜瓜次生起源中心之一，填补了中国冬
季不能生产哈密瓜的空白。

张劲妮“灵魂砍价”的医保谈判姐姐
张劲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药械采购监管处处长。2021年11

月11日，国家医保局谈判代表“灵魂砍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刷
屏。“每一个小群体都不该被放弃”“我这边调整空间是零”“真的很
艰难，我觉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张劲妮在一个半小时的谈
判中，使企业代表八次离席商谈，使原本报价每瓶5万多元的药变
成了3万多元。谈判中，她几度差点落泪。坚定为小群体站台的张
劲妮，被亲切地称为“医保谈判姐姐”。她“温柔又坚定”的谈判语气
背后，是党和政府强大的支撑，正如她在谈判中所说：“国家医保局
今年仍有勇气开展医保谈判工作，我们体会到了人民健康至上的非
常大的决心。”“灵魂砍价”，意义深远，这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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