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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翩跹的杨丽萍：舞出传统文化的“灵魂”
P08- P09 特别报道

大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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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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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时报》载文称，嫦娥六号
任务带回的样本，可能为研究月球和地
球的起源提供线索，这是中国探月计划
的最新成果，显示出中国航天日益增强
的综合实力，标志着中国一系列探月任
务的又一次胜利。

自2004年启动实施，中国探月工
程步步衔接、接续跨越、连战连捷：

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实
现中华民族千年奔月梦想；

2010年至2012年，嫦娥二号实现
对月球的高精度测绘、日地拉格朗日
L2点科学探测和图塔蒂斯小行星飞
掠探测；

2013年，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
球车成功着陆月球；

2019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
月背着陆巡视探测；

2020年，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采
集1731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年，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份
1935.3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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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
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
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的重要标
志”；

“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探
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
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
占先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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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02版）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主会场，无人驾驶收割机在收割水稻。杨博 摄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粮食
1100亩，亩产1.3吨，实现总产量
1430吨，资格的大丰收”“今年我
的500亩水稻丰收了，平均亩产
700公斤，有90万元的收入”……

9月22日，秋分。成都市新都区
军屯镇天星村的高标准农田里，
一场有关丰收的盛大节日——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成
都市庆丰收主场活动在此举行。

陈燕红是眉山市东坡区的一位家
庭农场主。她家一共种植了500亩
粮食，平均亩产700公斤，她很满意。

话丰收

“我们现在种田都是科技化、机械
化……”陈燕红介绍，比如在种植、
养护过程中使用无人机等设备。

谈变化

在秋收季，看一块田的72小时“丰”景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

P04、P05 要闻

田野欢歌，礼赞丰收天府
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