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仍然要靠拼、要靠干。

第三， 这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必

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解决大党

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既需要常抓不懈， 又需要集中发力，

及时消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

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肌体健

康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

文章指出，要全面准确把握主题

教育的目标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总

要求是“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

新功”。 这四句话体现了我们党认识

与实践相结合、 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

一的一贯要求， 是一个紧密联系、相

互贯通、内在统一的整体。 要把这一

总要求贯穿这次主题教育全过程。开

展这次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坚持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

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

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

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具体要达到以下目

标，一是凝心铸魂筑牢根本，二是锤

炼品格强化忠诚，三是实干担当促进

发展，四是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五是

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这次主题教育不

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

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

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 作表率，示

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文章指出，要切实加强对主题教

育的领导。这次主题教育是一件事关

全局的大事 ，时间紧 、任务重 、要求

高。 各级党委（ 党组）要高度重视，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圆满完成主题教育

各项任务。 第一，明确领导责任。 第

二，强化督促指导。第三，注重统筹兼

顾。 第四，加强宣传引导。

文章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 催人奋进，我

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 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

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领导水平，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

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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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

进取的精神风貌。 ”“ 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 ”

一年前，在

2022

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航天战线全体青年致以

节日的祝贺，并向他们提出殷切期望。

广大航天青年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转战酒泉、文昌两个发射场，研制三型火箭，用六次完美

腾飞铸就大国天宫，圆满完成空间站建造任务。

新征程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指引下，广大航天青年“ 挑

大梁、担重任”，把满腔热忱与激情转化为前进动能，在浩瀚宇宙书

写无悔青春。

辉煌成就：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 、天问 、羲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关心航天事业发展，提出建设

航天强国宏伟目标，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取得一

系列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

所谓壮举，皆因奋斗。

一次次壮丽飞行，在通往太空的征途中描绘出最美的中国航迹。这

航迹背后，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勇于“ 挑大梁、担重任”的航天青年。

鲜红的成功旗迎风飘扬，铿锵的宣誓声响彻全场。

2023

年

4

月

3

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隆重举行

2023

年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任务发射队出征仪式。

运载火箭是人类进入太空的“ 天梯”，也是迈向浩瀚宇宙的第一

步。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强，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

来自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的朱海洋，是“ 筑梦”

空间站建造系列发射任务青年突击队的队长，也是承担我国多个重

要运载火箭型号研制生产任务的“ 尖兵”。

朱海洋和队员们深知，每一次发射都是举世瞩目的考验，意义

重大，不容有失。为此，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 筑梦”

空间站建造系列发射任务青年突击队。

2022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

时，恰逢空间站建造决战决胜之年首战。朱海洋说，“ 筑梦”青年突击

队全体队员在文昌发射场共同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现场

谈感悟并撰写决心书，立下夺取胜利的青春誓言。

“ 在总书记回信

8

天后，我们攻坚克难，全力保障了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空间站全面建造阶段首战告捷，航天青

年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回信精神，以优异成绩践行航天报国铮铮

誓言。 ”朱海洋说。

长征二号

F

、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这三款运载火箭，是我国空间

站建造任务的三大主力运载火箭， 分别承担着运送神舟载人飞船，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天舟货运飞船的

关键任务。

作为我国现役规模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堪称我们迈向航天强国的“ 入场券”，其设计难度之大、研

制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工作中，

31

岁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姿态系统主任设计师

黄聪和同事始终牢记总书记回信中“ 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

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的重要嘱托，积极关注国内外技术发

展动态，探索与研究智能控制技术，拓展专业领域，培育新思路，助

推新技术，致力打造创新方案的“ 育种基地”。

“ 通过自主研发与攻关， 在空间站任务中我们先后完成了应急

轨道规划及系统重构控制、大推力直接入轨高精度姿态控制等一系

列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与飞行验证，提升了空间站任务控制系统与

运载火箭的可靠性。 ”黄聪说。

守正创新：一大批航天青年传承精神品质再创时代荣光

2016

年

4

月

24

日，在首个“ 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中国航天开启新的

征程。

以“ 航天梦”托举“ 中国梦”，是新时代航天青年肩上义不容辞的

责任。

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一大批航天青年“ 挑大梁、担重任”，展现

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29

厂焊接成形

制造中心的郑兴，工作中主要负责天舟货运飞船、空间站核心舱、实

验舱以及嫦娥五号返回器等多个重大型号大型密封舱体的金属结

构焊接工作。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在航天强国征程上，需要每一位航天人奋

力前行。

载人航天器密封舱体的焊接，是给航天员建造“ 太空家园”的重

要一步，不允许出现任何缺陷。工作中，郑兴和同事秉承老一辈航天

人从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始就传承下来的精神，始终把“ 一次做

对，一次做好”作为目标。

“ 在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 老一辈航天人硬是用一种不服输

的干劲和精湛的技艺确保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按时出厂。 如今，我

们的条件更好，设备更先进，更应继续奋斗，用手中的焊枪高质量、

高效率完成好每一件型号产品的研制任务，为航天员建造安全可靠

的‘ 太空家园’。 ”郑兴说。

2011

年，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完成首次自动交会对接，用

时约

44

小时；

2017

年，天舟一号成功开展与天宫二号的

6.5

小时快

速交会对接在轨试验；

2022

年

11

月，在空间站建造任务中，天舟五

号实现了

2

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创造新纪录。

刷新纪录的背后，离不开科研人员不断突破自我的创新和实践。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2

所货运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分系统

副主任设计师郭朝礼

2014

年参加工作，

9

年间一直奋斗在空间站

建造岗位上。

从工作之初对飞船设计陌生，到参与攻关交会对接技术……亲

历了空间站的建造过程，郭朝礼说：“ 我感到十分幸运，能参与到空

间站建造中， 每天都是怀着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去完成研制试验任

务， 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热爱的事业之中， 感到无比幸

福。 ”

“ 对宇宙来说，人太渺小了。 但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集中起来，就

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 我有幸成为大群体中的一个， 感到很满

足。 ”如今已

90

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

戚发轫亲历了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 我充满信心，我相信真正的‘

90

后’们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 ”

笑称自己也是“

90

后”的戚发轫这样说。

勇于突破：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西柏坡、天柱山、杨柳青……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名，如今

已永久印刻在了火星大地。

4

月

24

日，在

2023

年“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

天局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首次火星探测火星全球影像图。

科学研究团队通过火星高分影像，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

理实体，国际天文联合会根据相关规则，将其中的

22

个地理实体，

以中国人口数小于

10

万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命名。

2021

年

5

月

15

日，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

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首次火星探测任

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同志致电祝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精心组织实施好火星

巡视科学探测，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精心推进行星探测等航天重大

工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为探索宇宙奥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

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今年前三个月，我国成功实施

14

次发射，创历史新高。 在

38

万

公里外的月球，玉兔二号月球车正在进行科学探测。

公布嫦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联合研究科学成果，国际月球科研

站将按照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今年“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上，一

系列航天领域的重要成果和规划发布，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探索浩瀚

宇宙不停步的雄心壮志。

立下报国志，追寻航天梦。 筑梦新征程，一大批年轻的航天战略

储备人才走上航天重大型号工程的舞台。

伴随探月工程同步成长的孙泽洲，

34

岁就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星

副总设计师，

38

岁被任命为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 探月三期

工程正式立项时，

34

岁的张高被任命为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指挥。 同

期，

4

名不到

40

岁的拔尖青年人才也走上了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设计

师的岗位。 在载人航天领域，

39

岁的王翔被任命为空间实验室系统和

空间站系统总指挥，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型号领军人才。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是空间站在轨建造以来情况最复

杂、技术难度最高、航天员乘组工作量最大的一次载人飞行任务，首

次实现两艘载人飞船同时在轨、两组航天员在轨轮换，为空间站后

续建造和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新突破。

“ 作为载人航天的亲历者，我将个人梦想融入祖国记忆。 ”今年

航天日之际，曾乘坐神舟十一号和神舟十四号两上太空、我国首位

在轨时间超过

200

天的航天员陈冬动情地说，期待更多对航天事业

怀有热爱的人员加入航天队伍，共同拥抱更广阔的深邃太空。

（记者胡浩、胡喆、宋晨、吴慧珺、张漫子）（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

———新征程上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的奋进故事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