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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记者 吴晶 温竞华 宋晨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
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
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
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
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 年来，
中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
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下，
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
祉屡立新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
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
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
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
天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
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
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
跨越

2024 年 6 月 25 日下午，内蒙古
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湛蓝的天
幕下，一顶红白相间的大伞缓缓降
落——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月背样
品到家了！

完成历时 53 天的太空之旅，嫦
娥六号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
面采样返回。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
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习近平总
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党和国
家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
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
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
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中国探月工
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始终难忘那一幕：2013 年 12 月 15
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彼 时 ，远 在 地 球 38 万 公 里 之

外，嫦娥三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虹湾
区域，“玉兔”号月球车安全驶离着
陆器到达月面。23 时 45 分，经过地
面数据接收和处理，飞控大厅大屏
幕上显示出“玉兔”号月球车的清晰
图像，一面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聚精会神地观
看、聆听，同大家一起鼓掌，还来到
科研人员中间，同大家一一握手，致
以问候。”吴伟仁回忆。

党的十八大以来，嫦娥三号、嫦
娥四号、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习近
平总书记都要会见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慰问，对中国
探月工程提出期望和要求。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
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
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
中成就梦想。”

20 年 弹 指 一 挥 间 ，中 国 探 月
“朋友圈”不断扩大。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
时表示，中方欢迎各方“参与国际月
球科研站建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
国际场合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
合作。目前，已有 10 余个国家（国际
组织）和 40 余个国际机构与中国签
署相关合作协议。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
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
各国人民。”

新时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庄严承诺，掷地有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指挥、周密部
署，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
国探月工程勇攀世界航天
科技新高峰，开启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征程

千百年来，人类望月抒怀，看到

的只是月亮的正面。月亮始终背对
我们的那一面，神秘而古老。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全世界 100 多次
月球探测，实现 10 次月球正面采样
返回。

鲜有涉足的月背蕴藏未知，充
满挑战。美国布朗大学学者詹姆斯·
黑德曾感叹，如果没有从月背带回
的样本，科学家们就无法彻底了解
月球作为一个完整天体的情况。

“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
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指挥、周密部署，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中国
探月工程勇攀世界航天科技新高
峰，开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征程。

“我们敢为人先，凭的是什么？”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
感慨不已：“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传统优势，没有新型举国
体制支撑，中国探月工程历时 17 年
的‘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不可能
如期完成。”

“刚立项的时候，国内外都没有
现成的方案可以借鉴，要在一张白
纸上构建自己的系统难度巨大。”主
持我国月球探测运载火箭选型论证
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高级顾问、中
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坦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
务，确立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
斗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
分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我国
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为探月工程加快推进奠
定坚实基础。

勇气和力量，磨砺于奋斗。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

代是在奋斗中成就伟业、造就人才
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的感召，凝聚起
数千家单位、几万名科技工作者的
心血和智慧，培养了一大批敢想敢
为、善作善成的探月逐梦者。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推倒
重来。为了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嫦娥
六号研制人员在嫦娥五号基础上开
展大量适配和优化设计，“把方案做
到极致”，“不允许有一颗螺丝钉的
闪失”。

从未想过放弃，因为难忘习近
平总书记的语重情深——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列举“嫦娥五号”
等科学探测实现的重大突破。

2021 年 2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
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
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勉励大家“要
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
自主创新工作力度”。

“你们作出的突出贡献，祖国和
人民将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向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发来贺电，让国家航天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关锋振奋不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引领下，中国探月工程步履坚实、阔
步向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探月工程正在书写更
加壮丽的时代华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
镌刻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史
册上

7 月下旬，泰国诗丽吉王后国
家会议中心，来自中国的嫦娥五号
月壤样品，吸引络绎不绝的观众。

77 岁的曼谷市民威集达一边
认真阅读有关中国探月工程和月壤
采集过程的科普介绍，一边连连说
着“惊奇”。

中国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
互利、和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
向全世界展开真诚怀抱，“嫦娥石”、
月壤中分子水等的发现深化着人类
对月球和太阳系的认知。

今非昔比，沧桑巨变。
中国探月工程月球科学应用首

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难忘，
1978 年 5 月，美国送给中国一块 1
克重的月球岩石样品，国家决定一
半用于科研、一半向公众展出。“那
时，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块中国自
己采回来的月壤。”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内蒙
古四子王旗，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
雪原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眼含
热泪——他就是主持提出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方案的探月工程
首任总指挥栾恩杰院士。

“我一定要亲自接嫦娥五号回
家，这是我们对祖国的承诺。”栾恩
杰说。

嫦娥一号成功进入月球轨道
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内的孙
家栋院士和大家激动相拥；嫦娥四
号成功在月背软着陆时，叶培建院
士与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
张熇双手紧握；“胖五”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从经历失败到成功发射天问
一号、嫦娥五号，长征五号系列运载
火箭总设计师李东院士和团队成员
伫立良久、凝望苍穹⋯⋯

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贺电中提出了

“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
作共赢”的十六字探月精神。

国 家 航 天 局 局 长 张 克 俭 说 ，
探 月 精 神 既 是“ 两 弹 一 星 ”精 神 、
载 人 航 天 精 神 的 传 承 和 延 续 ，又
具 有 鲜 明 的 新 时 代 特 征 ，已 成 为
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
澎湃动力。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
是未来的；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
每一个中国人的；是我们的，更是青
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
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常
常回响在孙泽洲耳畔。

2013 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孙泽洲等各
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交流。

从 34 岁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
星副总设计师，到 38 岁被任命为嫦
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再到

如今担任火星探测任务探测器系统总
设计师，孙泽洲始终以这句话与团队
的年轻人共勉：“以航天梦托举中国
梦。”

曾经承担嫦娥六号轨道器总装任
务的“90 后”技术负责人陈文成和“95
后”徒弟顾伟德已将“争分夺秒的时间
表”纳入“中国探月的任务书”——

2026 年前后发射嫦娥七号，开展
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2028 年前
后发射嫦娥八号，开展月球资源原位
利用技术验证；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
登陆月球；2035 年前建成国际月球科
研站基本型⋯⋯

对于前无古人的中国探月，有多
少星辰大海，就有多少百折不挠。

对于矢志复兴的中华儿女，有多
少困难、挑战，就有多少激情和力量！

“希望你们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
球样品科学研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
测等航天重大工程，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为探
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再立新功，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

梦想召唤，使命催征。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探月工程正在书写
更加壮丽的时代华章，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必将镌刻在人类文明进步
的史册上！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勇毅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引领探月工程纪实

【紧接第1版】 如今已与企业正式签
订合同，入职就业。“从学校出发，
过条马路去上班，对我们校区的学生
来说已‘习以为常’。”陈峻彦对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

数据显示，十年来，前湾校区已
培育 5000 多名汽车领域专业人才，
其中三分之一扎根新区就业创业，而
校区教师的研究项目也有五分之一来
源于新区企业。

同歌共舞，同频共振。在前湾校
区助力下，前湾新区剑指千亿级汽车
产业集群，按下新能源汽车发展“快
进键”，目前已集聚整车品牌12个，其
中新能源整车品牌 6 个，拥有汽车产
业人才 6 万余名，构建起从零部件到
整车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生态。

今年前 8 个月，前湾新区汽车制
造业实现产值 806.4 亿元，同比增长
17.7%，占规上工业比重 46.5%。其
中，以极氪、威睿、拓普为代表的新
能源势力合计实现产值 394.6 亿元，
同比增长 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