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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发射4月24日
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在“东方红
一号”发射55载之际开启第20次神舟问
天之旅。

当日17时17分，搭载神舟二十号载
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
后，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进入预定轨道。目前，航天员乘组状
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飞
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
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二十号航
天员乘组将与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进
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
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
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
领域开展多项实（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
出舱活动，完成空间站碎片防护装置安
装、舱外载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
等任务。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5次载人飞
行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5次
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6名航
天员、41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

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571次飞行、神舟飞船的第20次飞行。

据新华社电

90后们已独当一面
从设计师的笔尖到操作员的指尖，从

深夜的会议室到晨曦中的发射塔，每一个
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让微光汇聚，火焰才能
照亮苍穹。

3月7日，酒泉，测试厂房内。锂电池
测试岗的周英洁、张振正在开展飞船主电
源储能锂电池的活化工作，为了不耽误试
验队大部队抵达后的进度，他们先行到达
发射场开展测试工作。

多次进入发射场的周英洁，这次已然
能够独当一面，面对此次发射场自己工作
职责的变化，她坦言：“独立承担测试一
岗赋予我技术决策的主体责任，需自主研
判电池容量状态，精准比对各阶段容量和
电压数据的一致性要求。”设备恢复、电
池测试等一系列工作，这个 1998 年出生
的女设计师都已经可以熟练开展。

3月14日，酒泉，机场。飞机轰鸣声
渐近，运输机搭载着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在
众人的期待中稳稳落地，此次，神舟二十
一号将作为应急救援飞船待命。随机的
舱体总装工艺员丁一然在落地后就立即
开始了卸机前的准备。1999年出生的他，
已经是第四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常
年奔波于上海、北京和发射场之间，让这
位年轻人拥有超出同龄人的沉稳和干练。

1996年出生的电源分系统设计师陈
艺蕾，从事飞船型号已6年有余，这已经是
第7次参加试验队任务了，一次次的历练
已经让她对发射场电源分系统的测试流
程了然于胸。面对此次首次带队的挑战，
她始终保持“首次要有百倍的信心，百次
要有首次的标准”的态度，将每一项当天
测试的数据做好判读确认，对第二天要做
的工作做好推演预想，为保证神舟二十号
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保驾护航。

每一次坚守都是一次担当
航天强国的征程上，伟大与艰辛始

终同行。那些细微的光芒，可能是厂房
里一个弯腰的背影，是测试数据前一次
固执的坚持，或是发射成功后一抹悄悄
擦去的眼泪。

“严起来、紧起来、动起来”，这是八院
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试验队长丁同才在进
场动员会上对全体队员的要求，“作为今年
载人航天工程的首发任务，我们一定要保
持一如既往的战斗力，全力以赴确保试验
任务圆满成功！”每天，他总是同队员们一
同到厂房，有时因为开会晚了些，他也要赶
到厂房看看，对于屹立在厂房正在开展总
装测试的两艘“大宝贝”，他总要现场确认
当天的各项工作全部完成了才放心。

19：30，酒泉，调度室。试验队技术总

负责陈启忠正聚精会神盯着手中的平板，
一项项仔细地查看着提交上来的质量确认
数据。各类审查会、报告会、评审会是他的
工作日常，对于技术问题和疑点，他不会放
过一分一毫，对不放心的事项，他总是直截
了当和负责人讨论，直到有明确可行的解
决方案。“多看、多想，保持深思、时刻警惕”
是他对每位设计师的要求，面对操作人员，
他也总是耐心地叮嘱：“操作要稳，不要着
急”。作为八院飞控试验队队长，北京飞控
中心也是他的常驻阵地，在结束发射场的
主要工作后，他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奔
赴北京，全身心地投入到下一阶段任务。

“各分队要时刻牢记产品安全、人员安
全，严格遵守发射场各项规章制度。”“质量
确认一定要细致。”“提醒队员晚上早点休

息，确保每天工作有精神！”作为试验队技
术负责兼副队长的孔旭东，每天的调度会
上总是会多提醒两句，因为他知道，这些队
员大多都是多次进场的，经验主义、麻痹大
意的心态将给产品和人员带来很大风险。

从神舟四号到神舟二十号，二十载光
阴在47岁的试验队技术综合杨华星额间刻
下沟壑，却从未磨灭他心底的那团火。人
们总说，航天人的时间是以任务节点计算
的——可他记得的，却是无数个不眠的夜，
戈壁滩上刺骨的寒风，还有发射前屏住呼
吸的秒表读数……对待技术，他一丝不苟，
任何变动他都能深层次剖析出是否可行。
作为试验队的老前辈，一声声“老杨”是大
家对他最亲切的称呼，也是对他二十载坚
守最朴实的敬意。

神舟二十号载人 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开启 第20次神舟问天之旅

他们说，这是离星星最近的工作
航天事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征程，而是一群人的接力。4月24日，第10个

中国航天日当天，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二十号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八院试验队的故事从上海书写到酒泉。“很浪漫。”他们说，因为这是

离星星最近的工作。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陈帆 李同

4月24日，搭载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新华社 图

神舟二十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试验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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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产品质量“捍卫者”
打通质量数据传递新通道

“师之大者，为天下计，为长远计。”149
厂有两对师徒，他们聚焦数字赋能，致力于
打通质量传递新通道。90后主任工艺师许
帆和他的徒弟95后工艺员王涛是“贯穿”推
进舱总装的工艺人员，完成了结构化工艺编
制，确保产品质量数据传递精准可靠。90
后检验刘峰均和他的徒弟00后检验孙鹏辉
则是把好最后一道“关”的总装检验，确保了
每一个信息传递的“零差错”。

近年来，149 厂启动产品数据包系统
建设，聚焦各领域、专业的发展需求，分别
从数据的结构化、标准化进行工艺基础搭
建。经过多轮迭代，149 厂开发了一套适
用于飞行器外场试验的质量数据信息系
统，从而打通质量数据“厂内-外场”离线传
递的新通道。

如今，在外场试验工艺编制并受控后，
工艺人员将离线工艺数据导入到外场试验
设备。在载人飞船外场试验现场，总装检验
刘峰均和孙鹏辉便可以通过离线信息采集
系统将每日工作记录、拍摄的照片完整、清
晰地上传，并做到实时更新。在需要查询
时，大家可以通过信息检索功能查到指定的
数据从而使得总装质量数据传递更畅通，提
升了总装数字化水平。

“翼”展太空的“接力者”
实现从部装向总装跨越

“解锁”“展开”……这是每次太阳电池
翼展开必经的过程，更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完成“翼”展太空的正是149厂85后技
师汪胤峰和他的徒弟——00后总装工刘骏
所装调的太阳电池翼。

作为神舟飞船的重要部件之一，太阳电
池翼的顺利开展、运行是“发射成功”的标
志。为此，太阳电池翼的装调必须做到1万
次、10万次的“零失误”。汪胤峰介绍：“太

阳电池翼的装配不仅要有技术在手，还要有
‘刺绣’般的细心、耐心、巧心。”

多年来，汪胤峰聚焦产品细节，始终坚
持“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让产品
部装装配更高效。随着逐步“任务化”向“产
品化”模式转变，汪胤峰带着刘骏对部装过
程中的“难点”“痛点”进行“小改小革”。

另一方面，汪胤峰放眼总装测试流程，
让每一个环节都稳妥可靠。每一次操作前，
师徒俩总要进行反复确认，哪里可以摸、哪
里又碰不得，都一一细说。随着口令的下
达，汪胤峰随着太阳电池翼展开方向缓缓前
行，刘骏仔细观察着铰链的运动。此刻，太
阳电池翼就如同“蝴蝶破茧”后的翅膀一般
在吊挂装置下缓缓展开。

三人同行的“奋进者”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做好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忙碌而充实
的工作是每一位航天人的真实写照。作
为 149 厂 90 后掌舵人沈鑫，带领两名 00
后徒弟总装人员吴孝南、张育杰共同完成
了各项任务。对于神舟飞船推进舱里“交
错有序”的管路、“整齐划一”的电缆，他们
师徒三人已是“如数家珍”，做到了“第一
次就把事情做对、做好”，确保交付“放心”
产品。

在总装一线“摸爬滚打”十余年间，沈鑫
始终苦学原理，勤练技术，练就一身好本事，
更是把“做放心的产品”践行到每一个环节，

“像师父一样做放心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要
‘撒开手干’。”张育杰说，“我们手上的技术
就是在一次次总装中练出来的。”

在每次到推进舱里操作前，沈鑫和吴孝
南、张育杰都要进行推演工作，充分识别总
装工作的风险关键点。针对这些风险关键
点，沈鑫逐一开展以目标为导向的推演工
作，“因人”“因地”地细化操作流程，明确操
作规范，为产品操作打下良好的质量“堡
垒”。

到2027年，上海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力

争达到 1000 亿元左右。商业火箭总装制

造能力100发/年，商业卫星智能制造能力

1000 颗/年，智能终端智造能力 100 万个/

年，打造特色应用场景超100个。记者从4

月24日在沪举行的2025“中国航天日”主

场活动启动仪式上获悉，上海未来将大力

培育商业航天，目标是努力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城。

上海市产业协同创新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彭崧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商业航天是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领

域之一。近期上海市政府审议通过并印发

了《上海市关于加快培育服务商业航天先

进制造业集群的若干措施》，作为培育商业

航天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综合性支持

政策，围绕商业火箭、商业卫星、落实智能

终端、应用服务4个发展重点，努力建成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城。

围绕到 2027 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

1000 亿元左右，商业火箭总装制造能力

100 发/年，商业卫星智能制造能力 1000

颗/年，智能终端智造能力100万个/年，打

造特色应用场景超100 个等目标，若干措

施主要提出 4 大类 12 类举措，助力“上海

箭”“上海星”的打造。

加强企业共同发展。支持优势企业发

展壮大，牵头承接重大专项，研制国际先进

水平产品。鼓励链主企业开放需求，发布

攻关需求，牵头开展应用场景研究。引育

中小配套企业加快成长，构建商业空间，链

主企业订单牵引，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梯队。

提升产业规模化水平。支持标志性产

品研制，商业火箭、商业卫星等重大项目最

高支持3亿元，企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最

高支持1亿元，生产能力建设最高贴息1500

万元，建设智能工厂最高支持 1000 万元。

支持首台创新产品应用，首台（套）产品应

用最高支持2000万元，获得民航、船舶认证

最高支持100万元。给予商业发射综合补

贴，商业航天发射保险最高补贴1000万元，

卫星商业保费最高补贴3000万元。

建设高标准产业集聚区。闵行建设商

业火箭特色产业园，松江建设商业卫星及

终端特色产业园，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等

因地制宜特色化发展。

优化产业发展生态，鼓励企业布局，建

设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单个平台年度最高支

持 5000 万元，标准制修订最高支持 30 万

元。完善产业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卫星网

络地面站，拓展陆海联动发射资源。加强商

业航天人才引育，重点企业纳入人才引进重

点机构，优秀人才专项奖励最高30万元。

记者在昨日开展的 2025“中国航天

日”航天科普展示活动上海专区中也看到，

上海将以商业航天跨越式发展为牵引，围

绕卫星制造、运载发射、地面系统设备、空

间信息应用和服务等环节，加强卫星通信、

导航、遥感一体化发展，推动空天地信息网

络一体化融合。探索星箭一体新模式，构

筑技术驱动新格局，建设数智制造新高地，

开拓应用示范新场景，引领长三角区域空

间信息一体化发展，为航天强国建设提供

有力支撑。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神舟二十号载人 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开启 第20次神舟问天之旅

85后90后带起了00后徒弟

总装四对师徒用青春托起“航天梦”

2027年每年能造千颗商业卫星
上海将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业航天城

在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推进舱总装团队中，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八院149厂的四对师徒，他们或是打通质量数据通道的“捍卫者”，或是接续助力

“翼”展太空的“接力者”，或是三人同行做放心产品的“奋进者”，都如“螺丝钉”

一般，扎根在总装一线，用青春力量向上托起“航天梦”。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范文超

青春力量向上托起“航天梦”。 受访者供图

2025“中国航天日”航天科普展示活动上海专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