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4日，李聪第一次亮相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问天阁，神情坚毅，目光锐利。

“人如其名。”李聪的队友们在接受采访
时，总是这样说。

1989年10月，李聪出生在河北邯郸一个
小村庄。为了让他和妹妹接受更好的教育，原
本务农的父母举家搬到矿区。

中考那年，李聪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
地最好的中学。如果没有遇到空军来校招飞，
他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种模样。

“看到飞行员们驾驶战机翱翔天空”，李聪
形容道，“那一刻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被点燃
了。”

在空军航空大学的4年，李聪年年都被评
为“优秀学员”。然而，当李聪驾驶初教机第一
次冲上云霄，满心期待拥抱蓝天的他怎么也没
想到，会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胃里天翻地覆，

“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濒死感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他彻夜难眠，不相信自己当不

了飞行员。
“追梦路上，纵然荆棘遍野，亦将坦然无

惧。”李聪给了自己强烈的心理暗示。第二次飞
上天空，他的注意力不再放在紧握操纵杆的那
只手上，而是放眼眺望祖国的壮美河山，不适
感无意间消失了。

重获自信的他更加珍惜飞行机会。初教机
和高教机训练结业时，李聪都是第一名。

“看到电视机里航天员出征的新闻，我也
会忍不住想，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飞得更高更
远？”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2020年9月，凭借
优异的综合素质，顺利通过初选、复选、定选等
层层考核，李聪成为中国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
员。

“是祖国的强大、时代的进步给了我机
遇。”李聪说，自己是幸运的，随着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载人飞行任务频次从以前的几年一
次变成一年两次，“以前是人等任务，现在是任
务等人”。

任务等人，时间不等人。第三批航天员固
然幸运，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压力和挑战——
他们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识，通
过竞争激烈的选拔。能踏上飞天之路的航天
员，必定是优中选优。

李聪拿下的“一只拦路虎”，是出舱活动水
下训练。

这项训练需要航天员穿着加压后厚重的
训练服，在水下进行大量的上肢操作。有过几
次训练后“手抖得夹不起来豆芽”的经历，李聪
总结出了心得：“水下训练不能靠蛮力，要有适
合自己的技巧。”

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后，李
聪在训练笔记上写下这句话：“所有的努力和
付出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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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站
已在轨实施130多个
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实施了
130多个科学研究与应用项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副主任林西强在24日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建造中国空间站，开展长期有人参与、大
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能够极大地
促进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全面发
展，辐射带动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林西强介
绍，截至目前，已在轨实施了130多个科学研
究与应用项目，利用神舟十二号至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行任务下行了5批300多份科学实验
样品，先后有国内外500余家科研院所参与研
究，在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空间材料科
学、微重力流体物理等方向已取得重要成果，
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280余篇。

“总的看，这些空间实验的开展以及样本
下行后开展的科学研究，不断取得的新成果，
通过推广转化与应用，将逐步发挥出更重要的
科技与经济效益。”林西强说。

其中，利用无容器科学实验柜开展的多元
偏晶合金制备项目，提出了工艺优化设计和组
织调控方法，应用于盾构机轴承和核电站常规
岛相关合金材料研发，性能获得有效提升。

利用高温科学实验柜开展的新型材料空
间生长研究项目，首次在空间获得了地面难以
制备的高质量晶体材料，对高性能多元半导体
合金材料制备具有指导作用。

利用生物技术实验柜开展的人骨细胞定
向分化的分子靶点研究、对骨骼肌影响的生物
学基础研究等项目，取得的成果为促进骨折、
脊柱损伤修复等骨质疾病的防治，以及对抗肌
萎缩、防治代谢性疾病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利用航天技术基础试验柜，开展了我国首
次斯特林热电转换技术的在轨试验，热电转换
效率等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未
来空间新型电源系统的工程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原创
性机理探索和应用基础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
创新。其中，国际首例人工血管组织芯片研究
入选了2023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十大进展。

林西强说：“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应用为
纲、效益为先，充分发挥国家太空实验室平台
优势，持续产出更多高水平成果。” 据新华社

“能够为祖国出征太空是我莫大的幸
福。”4月24日，在记者见面会上，李广苏
谈及自己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之路时这
样说。

1987年，李广苏出生在江苏沛县一
个名叫王孟庄的小村庄，听着乡间的蝉鸣
蛙叫慢慢长大。

小学时，一天放学回家路上，他突然
听见天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循声仰
望，一架直升机“轰隆隆”地从头顶上空快
速掠过。

多年之后，已经驰骋天空多年、即将
奔赴太空的李广苏，对新华社记者说，那
一天，就是他飞天梦想的起点。

高三那年，空军来学校招飞。经过几
轮选拔，他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2006年
夏天，19岁的李广苏背上行囊，告别家
乡，走上自己的飞行之路。

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蓬勃发展，国家
开始选拔第三批航天员。那时已经是战斗
机飞行员的李广苏心想，为祖国出征太空
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值得去拼一把。

2020年9月，李广苏成为我国第三
批航天员中的一员。

李广苏是文科生，对他来说，理工类
课程如同“天书”，学起来非常吃力。他决
定沉下心来，利用课后时间逐个攻破一个
个小知识点，晚上12点前宿舍基本没熄
过灯。

“天上的事，是天大的事。”他说，“从
迈入航天员大队的第一天起，就应该向一
个优秀航天员的标准去看齐，每一项学习
训练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手控交会对接训练成绩离满分还有
点差距，他就一边请教员给他加练，一边
在公寓里桌面式模拟训练器上反复练习，
详细记录成绩并分析每次训练结果，最终
得到了满分成绩。

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
要求在一个密闭房间里3天3夜不睡觉，
还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各项测评。李广苏要
求自己一定要战胜困意，每次做测评都全
神贯注，成绩也越来越好。

心之所向，行必能至。经全面考评，李
广苏入选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我更期待7.9公里每秒的速度与激
情，渴望感受失重带来的别样体验，体验
没有翅膀但是依然可以飞翔的美妙感
觉。”对即将开始的首次飞天之旅，李广苏
充满了期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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