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发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空间技
术专家、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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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6日6时
许，杨利伟在完成了21小时23分的太空飞行后，成功着陆，我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2021年10月16日，神舟
十三号发射圆满成功。

20年前，杨利伟自主出舱后向人群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为祖国感到骄傲！”科技强国，航天筑梦。即日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特推出“院士上封面，解锁中国科技”专栏，通过采访一系列院士，解读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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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中国科技院士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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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青少年
年轻人要多学习有担当

封面新闻：如果青少年想实现飞天梦想，
要从哪一步脚踏实地地做起？

戚发轫：年轻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民族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前途。年轻人要

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首先要有理想，理想就

是目标。要朝那个目标去实现，还得有本领，

才能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作贡献。这个本事从

哪来？从学习开始。年轻人目前要做的重点

是念书，首先要把学习搞好，这是掌握本领的

基础，有本领才能办事。最后是要有担当，就

是敢承担责任。

封面新闻：您认为中国人登月的梦想什么
时候能够实现？

戚发轫：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航天大国

了，我们发射了人造卫星，发射了飞船，建立了

空间站，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要探索浩

瀚的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

天梦。这个梦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不仅要

上天，而且要到月球。中国人什么时候到月球

上去？2030年左右。我们不仅要到月球，还

要探测火星，还要探测小行星。

封面新闻：可否寄语一下有航天梦想的青
少年？

戚发轫：航天人的梦就是探索浩瀚的宇

宙，要征服宇宙靠谁？靠年轻人。第一，年轻

人现在要准备干什么？准备迎接挑战！什么

挑战？我们要成为科技强国，年轻人要承担这

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第二，要有爱心，

人有了爱才能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首

先是爱国家、爱事业、爱团队，还要爱学校、爱

老师、爱父母。第三，要有梦，每一个伟大的事

业都是一个梦想，梦就是信念，年轻一代要有

理想有信念，有了目标就有奔头。最后还是要

有本领，如果想回报国家，回报父母，就得掌握

本领。并且，年轻人要有准备迎接挑战的信

心。当然，最后是要落到实处。仰望星空，脚

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当一个好学生。

载人航天精神
是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因素

戚发轫在《戚发轫“神舟”首任总设计师

讲述：中国航天的历程》一书中曾写道：我们的

法宝——航天精神。究竟什么是航天精神，戚

发轫给我们进行了详细解读。

封面新闻：作为一位老航天人，可否讲一
下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伟大成就，靠的是什么？

戚发轫：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具备了

进出太空的能力、利用太空的能力、管理的能

力，现在正向航天强国迈进。我们取得这么大

的成绩，靠的是一种精神，就是航天精神。中

国第一颗卫星是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是

世界第5个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所以我国把

这一天定为中国航天日，设立航天日的目的是

什么？就是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青少年

崇尚科学、探索未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

积蓄力量。

封面新闻：那究竟什么是航天精神？
戚发轫：传统的航天精神是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

攀登，核心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一个团队，要想强大，要想超过别人，靠不了别

人。航天人是怎么过来的？一切都靠自己。

第二个是“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

攀。“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是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第三，中国的载人航天精神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航

天人在国家有特殊需要的时候，要有这种精神。

科技强国
靠各位年轻人承担使命

1992年 9月21日，这是一个载入中国航

天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中央正式决策实施载

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

发展战略，代号为“921”工程。31年来，工程

相继突破和掌握天地往返、空间出舱、空间交

会对接等载人航天领域关键技术，开展了一系

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牢牢占据了世界

载人航天的重要一席。

封面新闻：这些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取
得巨大发展。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
“多人多天”，从“太空漫步”到“交会对接”，从
天宫空间实验室到空间站的建成，为什么我们
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戚发轫：首先是航天员和科技工作者认识

到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第二，我们有爱

心，爱自己的国家、事业、学校，把自己的智慧、

精力都奉献出来。第三个，当国家有特殊需要

时，应该有特殊的精神。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上天，航天人做了大量

工作。凡是在地面能做的，在天上可能遇到的

事情、遇到的环境，在地面都做了实验，而且还

做了四次无人实验，最后有把握了才实施。

封面新闻：2003年10月15日9时，在长
征二号F遥五运载火箭的托举下，中国航天员
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往太空。次
日，神舟五号在内蒙古成功着陆。一人飞天，
凝结万人心血，能谈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戚发轫：2003年这一年出现了非典疫情，

我们每个人都坚守岗位，为了保证不感染非
典，凡是进了航天城的，谁也不能回家。当时
有的年轻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为了国
家需要，他们坚守岗位不回家，最终成功把神
舟五号载人飞船送上太空。每个人都会在工
作中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大家都应有这种航天
精神。尤其年轻人要认识到，中国在第二个

“一百年目标”到来时要成为科技强国，靠各位
年轻人承担使命。航天精神是一个科技工作
者、一个中国人必须具备的精神，有了这个精
神，我们这个队伍就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希
望有更多年轻人成为科技战线新生力量。

杨丹梨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张峥荀超见习记者车家竹

从敦煌壁画的

飞天到“世界航天

第一人”明朝万户

的壮举，一代代中

国人都期望能到天

上看看。中华民族

的飞天梦想在一代

代航天人的手中，

由神话变为了现

实。1956年，中国

航天事业正式起

步。1970年4月24

日，中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东方红一

号”发射成功，拉开

了中国人探索宇宙

奥秘的序幕。从

“神舟飞天”到“嫦

娥揽月”，从“天问

探火”到“北斗指

路”，凝聚着一代代

航天人的心血。作

为当年“东方红一

号”卫星试验队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

发轫今年已经整整

90岁，依然精神矍

铄。在成都神舟科

学空间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戚发轫

对 2030 年左右中

国人登上月球充满

期望，希望年轻人

有本领、有爱心、有

梦想，他还对青少

年的航天梦给予了

鼓励和寄语。

“发轫”一词出

自《楚辞·远游》：

“朝发轫于太仪矣，

夕 始 临 乎 于 微

卢”。本义是拿掉

支住车的木头，使

车 启 行 ，借 指 出

发。戚发轫在大学

学的是飞机系工艺

专业，毕业后被分

配 去 研 制 火 箭 ；

1968 年，他被“点

将”参与研制东方

红卫星；1992年，在

他59岁时，又改行

去做神舟飞船总设

计师。在很多人看

来，59岁是该退休的

年龄了，戚发轫是如

何面对挑战的？是

不是对科学家而言，

将永不言弃？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戚发轫（前）。
资料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
中国人不仅要到月球，还要探测火星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后，戚发轫在航天城与杨利伟会面。资料图 戚发轫院士给孩子们签名。 吴德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