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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航天运载火箭为什么取名
“长征”？因为，我国的火箭事业起步时
像红军长征出发时一样，漫漫征程充满
着艰难险阻；但同时也寓意着，火箭研
制发射人员像红军将士一样，一定会攻
克娄山关、夺取腊子口。

红军长征历时一年多，在地球上画
出了一条象征胜利的红飘带；我国火箭
事业的发展，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
程，在地球至太空的征程上画出了一条
象征成功的红飘带，使我国迈进了航天
强国的行列。

在送“嫦娥”、布“北斗”，参与航天
发射国际市场竞争的新征程上，长征三
号 甲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被 誉 为“ 金 牌 火
箭”。“七一”前夕，记者走进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第一研究院，采访“金牌火箭”背
后的“金牌团队”——长征三号甲系列
运载火箭研制发射团队的党员群体。

单位在北京、家在北
京，但回京像“出差”、回
家像“探亲”一样少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可靠性
高、成功率高、发射密度高，是我国航天
领域的主力运载火箭，在“探月工程”

“北斗工程”等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建设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自1994年2月至
2018年 6月，该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完成
了87次发射任务，占据我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家族发射总量的近1/3。

2018年是个超级火箭年，长三甲系列
火箭要发射14次，平均每26天发射一枚。

任务重、工作忙，忙到什么程度？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岑拯
说，他们团队的许多科研人员，单位在
北京、家在北京，但回京像“出差”、回家
像“探亲”一样少，不仅一年中有大半年
时间奋战在发射场，而且每天工作十三
四个小时。

岑拯是一个奉献故事与科研成果
一样多的航天科学家，但他不说自己，
而是讲了几个科研骨干的故事。

2015年初至2016年春节前，长三甲
团队承担着1年发射11枚火箭的繁重任

务，作为型号办公室副主任的覃艺，那
年在西昌发射场奋战了7个多月。有一
天深夜，覃艺回到北京，到家时1岁多的
儿子已经睡着了，覃艺悄悄地在儿子身
边躺下。第二天清晨，儿子醒来了，先
是瞅瞅躺在左侧的爸爸，觉得不对劲，
又转身看看躺在右侧的妈妈，再回头看
看爸爸，他确定是一个“陌生人”躺在自
己身边后，突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
来，并用小手使劲地推覃艺。

“这一幕像烙印一样烙在了我的心
里。”覃艺说，“但是，没办法。许多航天
人都是这样，承担着国家的重大科研项
目，身不由己。”

长三甲副总设计师叶成敏和妻子
都是航天科研人员，有一次，他们夫妻
俩一连在发射场工作了好几个月，但仍
然没时间回北京看望儿子。父母想儿
子，儿子想爹妈，怎么办？暑假时，他们
就让北京的家人把儿子送到机场，委托
航空公司将儿子“托运”到发射场。就
这样，他俩的儿子早在上小学时就学会
了独自一人搭乘航班的本事。

他们年轻，但他们既
传承了长征精神，又传承了
航天精神

从 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送入
太空，到今天的“探月工程”，一代代航
天人接力奋战，创造了一系列航天奇
迹，也创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

新时代，长三甲团队接过接力棒，
向着航天强国奋进。目前，这个团队的
一线科研人员平均年龄36岁，并且清一
色的是硕士博士。对于这支队伍，总指
挥岑拯说：“别看他们年轻，但他们既传
承了红军长征精神，又传承了一代代航
天人创造的航天精神。”

——特别能吃苦。现任长三甲总
设计师姜杰，被业界称为“火箭女神”。
她不仅科研成果“神”，而且身心素质也

“神”。她经常通宵加班，白天照样精神
抖擞地工作，丝毫看不出她曾一夜未

眠。记者采访时，她的许多同事都说
“姜总从来不生病”，只有一位同事说他
见过一次姜总生病。那一次，姜杰执行
一个重大任务一连几天没上床睡觉，双
眼熬得又红又肿，同事们拉她下发射阵
地去看医生，但就是拉不动。最后，他
们把医生叫到阵地给姜杰的眼睛消
炎。姜杰对记者说：“我们团队的金志
强、陈闽慷等许多人都是这样，不是不
生病，而是没时间生病!”

——特别能攻关。火箭能打多远，
探索、开发、利用太空的路才能走多
远。虽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是
技术成熟、性能可靠的“太空摆渡车”，
但因“摆渡车”搭载的“乘客”不一样，所
以，每次发射都要根据“乘客”的“私人
订制”进行技术攻关。据统计，仅执行

“北斗工程”任务期间，长三甲火箭共进
行了 403项技术创新，平均每发射一枚
火箭就要进行 28项技术攻关。当年红
军打仗时，指挥员部署完作战任务后
说的最后一句话常是：“只许胜利，不
许失败！”如今的长三甲团队也是如
此，领导部署完任务后常说：“只许成
功，不许失败！”因为，失败不仅意味着
零分，而且是巨大的负数。为此，长三
甲团队奋力拼搏，攻克了“突破非全对
称火箭设计技术”“将卫星直接送入倾
斜地球同步轨道”等一系列难题，确保
火箭发射成功。

——特别能奉献。长三甲团队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几
年前，他刚凑足在北京买房的首付款，也
看好了准备买的房子，可是，正当他要和
房产公司签订合同时却来了一项突击性
任务，他立刻飞赴西昌，一突击就是几个
月，等出差回来再去房产公司，房价已经
涨了，他的首付款又差了一大截。

因忙于工作没有及时买房，个人损
失了几万、几十万，但是，避免了国家可
能遭受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
损失，孰轻孰重？这件事在青年科研人
员中引发了讨论。博士毕业进入长三
甲团队的高级工程师何兆伟说：“选择
火箭事业就是选择牺牲奉献。”他有很
多同学在外企上班，工资比他高出好几
倍，但他从不与同学比工资高低。近几
年，民营航天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企业
开出的挖人条件是：工作10年左右的火
箭技术科研骨干年薪百万。但是，长三
甲核心团队的骨干无一人为之所动。

共 产 党 员 什 么 样 ？
他们的回答是：别人不上
时你上，别人不能时你能

红军长征时，前方有一个敌人的碉
堡久攻不下怎么办？党员突击队上！
长征三号甲火箭在研制发射过程中遇
到技术难题怎么办？相关技术领域的
党员骨干领衔攻关。这是长三甲团队
延续至今的一个传统。

在读高中时就入党的主任设计师
周佑君说，共产党员什么样？先锋模范
作用怎么发挥？长三甲团队的标准是：
别人不上时你上，别人不能时你能！

有一次，火箭加注燃料时突然出
现泄漏问题。科研人员都知道，火箭
燃料是有毒的，但是，在现场的党员发
现险情后不约而同地冲了上去，奋不
顾身地处理燃料泄漏问题，及时避免
了一起可能发生的事故。

2015年以来，为适应我国航天事业
快速发展的要求，长三甲的发射密度成
倍增加。二三十天时间就要发射一枚
火箭，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事，在有的
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事，但长三甲团队的
科研人员不仅敢想，而且把“不可能”变
为现实。为此，长三甲各个系统都成立
了由党员牵头的技术改进小组，探索出
组批生产、多任务并行等一系列创新办
法，保证了高密度发射任务的圆满完成。

多年来，长三甲团队把党建工作融
入火箭研制发射的全过程，与科研工作
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平时，各系统
的技术负责人就是各个党组织的党建
责任人。每次执行火箭发射任务时，他
们就在发射场成立临时党委、党支部、
党小组，做到人员分散但组织不散。同
时，他们通过设立党员先锋模范岗，把
党员模范作用与技术创新的需求有机结
合，将个人的工作质量与火箭研制的整
体质量紧密联系起来，确保了科研工作
开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延伸到哪里。

探寻“金牌火箭”的成功奥秘，不难发
现其背后有一支“金牌团队”。那么，铸就

“金牌团队”的奥秘又是什么呢？航天科
技一院的领导回答说：“优秀党员多！”

是的，长三甲核心团队的一线科研
骨干 90%是党员。一个团队，有 90%的
人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定成功！

“金牌火箭”背后的“金牌团队”
—记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研制发射团队的党员群体

■本报记者 贝 骁 汪 娜 实习记者 辛 悦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

7月2日，西部战区空军某旅迎来驻地小学百余名学生。小学生们走进期盼已久的空军机场，近距离参观威武的战斗机，兴奋不已。许多学生表示，要努力学习
文化知识、积极锻炼身体，长大后参军报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席博博摄

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我国在校学生共有 2.19亿人。其
中，小学生 9913万人，初中生 4329万
人，高中生 3970万人，大学生 3699万
人。暑假来临，如此庞大的一个人群，
长达一个多月的暑假生活怎么过？值
得关注和讨论。

前些年的暑假，小学生参加兴趣
班、中学生补习文化课、大学生旅游访
友等，成为大众选项。我们能不能给
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暑假生活选项？
能不能为学生举办一些既能学到知
识、又能放松身心的社会实践活动？
能不能引导学生远离网络游戏，过一
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假期？能不能抓
住暑假这一有利时机着力培育学生的
家国情怀？以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实
力，完全有能力办好这件事。

去年，甘肃省军区和该省教育厅
共同组织一批大学生开展“边防行”军
事夏令营活动。山西省军区联合地方
有关部门组织一批中小学生开展“走
进军营、放飞理想”军事夏令营活动。
还有一些地方组织学生开展“寻访抗
战老兵、踏访革命旧址”活动，都很有
意义、很受欢迎。这些以国防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不
仅培育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了学
生的国防意识，筑起了学生崇军尚武
的志向基础，还培养了学生吃苦耐劳
精神和自立能力、应急能力，磨练了他
们战胜困难的勇气、意志和毅力。

军事夏令营是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的好办法，但是，仅由军事机关组织的
军事夏令营活动，数量太少，供不应
求，无法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暑假
生活需求。由此，笔者建议，各级政府
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
都参与进来，以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为主要目标，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方
法，广泛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社会
实践活动，着力增长学生的人生阅历和
社会见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发
展现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而让学
生明确自己的责任担当和奋斗方向。

目前，社会上有一些军事化管理、
体验式教育、正规化保障的夏令营活
动，为学生了解社会、拓展素质、激发
潜能、磨砺意志提供了平台。但是，社
会举办的夏令营活动，相当一部分是
以商业模式运行的，商业味太重，影响
了夏令营活动的本质意义。如果各级
政府有关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
各界都参与进来，有师资的出师资，有
场地的出场地，有项目的给项目，大家
都拿出自己的优势资源来为学生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那么，必定能丰富广大学生的暑假生
活，必定能在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
浓厚家国情怀、砥砺报国之志上取得
喜人实效。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对学生的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
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创新更多的方式
方法、提供更好的条件、组织更有意义
的活动，吸引各个阶段的学生参加各
个类别、各种形式的活动，帮助学生拓
展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才干。少年强
则国家强，少年兴则民族兴。青少年
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
成的重要阶段，我们应把培育学生的
家国情怀作为一项教育战略工程来
抓，努力引导学生成长为爱党爱国爱
军的一代、自强奋进的一代、勇于担当
的一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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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来锋、记者熊华明报道：
7月 1日，齐鲁大地某机场，随着一阵阵
爆炸声响起，机场遭“敌”空袭，跑道受
损、塔台通信中断、人员受伤，北部战区
空军某场站立即组织数支空军民兵专业
分队，对口配属各营连展开伤员救助、应
急通信保障和机场功能恢复作业。这是
该场站联合当地人武部组织民兵支援保
障演练的一个场景。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各分队民兵
与现役官兵密切协同，共同完成了应急
通信开设、野战医疗救护、机场火灾扑
救、道路切割作业、探测地下未爆弹和跑
道抢修等 10余个实战化课目演练。参
演民兵业务熟练、流程清晰、动作利索，
与现役官兵配合默契，表现出了过硬的
专业技能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今年初，该场站主动与驻地人武部
对接，按照“战时有需要、地方有优势、
平时能落实”的思路，提出空军民兵专
业分队编组需求，协调研究整组方案，
确保人员纳编符合实战化训练要求。
为此，他们在驻地黄河河务局工程抢修
队编组民兵工程抢修分队，力求工程装
备齐全，抢修突击能力强；在驻地人民
医院编组民兵医疗救护分队，队员均为
医护骨干，急救经验丰富；在驻地联通

和移动公司编组民兵通信保障分队，发
挥信息化程度高、应急保障能力强的优
势。据悉，此次参加演练的 3支民兵队
伍专业对口率达到100%。

针对参训民兵专业素质扎实的实
际，该场站科学制订训练方案，合理压缩
专业训练时间，重点加强支援保障作战
训练，组训由按课目设置内容向按任务
设置内容转变，确保训练内容设置与实际
行动进程相符、与实战要求衔接，着力将
民兵的专业技能转化为军事行动能力。

同时，该场站在训练中坚持战斗力标
准，从难从严施训，着力落实实战化训练
要求。在开训动员时，他们安排的第一堂
课就是国防安全形势和使命职责教育，强
化参训民兵的战备意识。整组结束后，组
织民兵参观部队的装备和设施，了解飞
行保障流程；训练展开前，先组织学习新
条令，增强民兵的纪律观念。训练期间
时值暑期，天气炎热，机场地面温度高达
40℃，但参训民兵以昂扬的斗志克服高温
高湿天气影响，刻苦训练，很快实现了专
业人员到备战民兵的角色转换。

空军某场站组织对口保障民兵分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将专业技能升级为军事行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