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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在第五
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
成功发射 50 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 23 日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
老科学家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
候，并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航
天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
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作为“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
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
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习近平指出，50 年前，“东方红一
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
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
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
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
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

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
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
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
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
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
大梦想。

1970年 4月 24日，经过广大参研参
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作
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东
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华
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
人类的序幕。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经
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6 年起将
每年 4月 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近
日，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胡世祥、潘
厚任、胡其正、彭成荣、张福田、陈寿椿、
韩厚健、方心虎等 11位参与“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
程，表达了对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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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作为“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

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

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

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

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

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

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

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

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

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

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

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

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

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

国的伟大梦想。

祝你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

2020年 4月 23日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回 信

“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
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
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
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
的伟大梦想。”

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
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50周年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
的老科学家回信，在广大航天工作者中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精神、
牢记使命，为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
伟大梦想奋勇前行。

1970年 4月 24日，经过广大参研参
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据
统计，26个部委、20多个省区市、1000多

家单位抽调精兵强将参与集中攻关。科
技工作者在动荡年代咬牙坚持、艰难攻
关，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意义非凡。

近日，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胡世
祥、潘厚任、胡其正、彭成荣、张福田、陈寿
椿、韩厚健、方心虎等11位参与“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表
达了对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信心。

这 11位老科学家中有两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分别是 91岁的孙
家栋和 99岁的王希季。他们当中，既有
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项目的技术专
家，也有从事“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设计
的研究员，还有负责试验基地发射控制
台的操纵员。“东方红一号”任务结束后，

他们又奋力投身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
推动并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 50年来的
巨变。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韩厚健、
方心虎也已是79岁高龄。
“那个年代，能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每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感觉
到扬眉吐气。”“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
负责人孙家栋院士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饱含着对老一代航天人的高度嘉许，
饱含着对新一代航天人的殷切希望，饱含
着对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重托
期待，这是极大的勉励、鼓舞和鞭策。

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拉开
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
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下转第二版）

传承精神 奋勇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

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激励航天工作者勇攀高峰

“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努
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克服打赢
脱贫攻坚战面临的新挑战，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答好加试题 打赢攻坚战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
在持续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疫情下扶贫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们牢记在心。”陕
西省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驻村干部吴正
超说，“今年，在严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新型木耳品种
的种植规模，把木耳产业发展得更好。”

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加试题。疫情期间扶贫产品滞销是扶
贫产业稳定发展的挑战之一，电商平台
直播“带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

了我们在农村发展电商、促进扶贫产业
稳定发展的信心。”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
锦屏社区工厂电商直播间主播王秀梅
说。她是多多农园项目在陕西扶持的第
一位新农人。“2月份通过直播销售农产
品很有成效，今年打算让更多农户走进
直播间。”她说。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解
决好贫困群众就业问题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坚定了我们

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决心。”平利县康士

利毛绒玩具厂负责人洪玉桃说，今年准
备再开两个分厂，扩大贫困劳动力用工。

乐业才能安居。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解决好就业问题，才能确保搬迁群众
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

目前，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安置
了来自彝良县、镇雄县等 6县区的 3万多
名搬迁群众。新区临时党工委副书记鲁
朝富说：“我们逐户摸排走访，详细了解
贫困群众务工意愿，接下来，我们要通过
对接扶贫车间等方式，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

当好生态卫士 守护

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
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下转第二版）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

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

际，习主席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

的老科学家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

问候，并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

航天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

殷切期望。习主席的回信，满怀深情，

充分肯定了老一代航天人的伟大功

勋，为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

梦想指明了前进方向，必将激励新时

代的航天人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

航天科技高峰，为实现建设航天强国

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让中国人探索

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迈向更远。

宇宙浩瀚，星汉灿烂。总有一种力

量激励我们不懈探索，总有一种精神穿

越时空、历久弥新。1970年4月24日，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太空奏出《东方红》

乐曲，悠扬的旋律流淌在翘首仰望的亿

万中华儿女心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

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宇宙奥

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当

年，老一代航天人隐姓埋名、奉献青春，

发愤图强、埋头苦干，靠自力更生、自主

创新冲破技术、人才的重重封锁，使“东

方红一号”卫星和核弹、导弹一起，以“两

弹一星”的雄姿载入史册。老一代航天

人的功勋永垂不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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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

方红一号”到“东方红五号”，从嫦娥一

号到嫦娥四号，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一

号……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砥

砺前行，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

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

煌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

展之路，使我国昂首屹立于世界航天大

国之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航

天事业不断攀登高峰、刷新高度，载人

航天“三步走”战略第二步任务圆满完

成；嫦娥三号落月探测和探月工程三期

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嫦娥

四号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即将完成全球组

网服务；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陆续投

入使用，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追天揽月，牧星苍穹。伟大事业催

生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

一代代航天人高举爱国奋斗旗帜，在夺

取胜利的同时，培育形成了“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探月精神，这是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航天战线的具

体体现，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航天实

践相结合的产物。人无精神不立，国无

精神不强。第五个“中国航天日”以“弘

扬航天精神 拥抱星辰大海”为主题，这

也告诉我们，不管条件如何变化，伟大的

航天精神不能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志气不能丢。新时代东风浩荡，太空路

精彩无限。我们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

样，大力弘扬航天精神，锚定航天发展目

标，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项一项地攻克

难关，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积极为建设

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贡献智慧和力量，

不断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在新征

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逐梦征程任

重道远。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航天事业发展极其重要的一

年。汇聚创新创造的中国力量，让中

国梦强军梦与航天梦相互激荡，我们

必定能追逐更远的星辰大海，标注中

国航天发展的新高度，早日实现建设

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为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贡献力量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张笑
语报道：今天上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同缅甸国防部长盛温通电话。

魏凤和介绍了目前中国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他说，在习近平主席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经过艰苦卓绝
的努力，中国度过了抗疫最困难时期，
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生产

生活秩序加速恢复。面对这场全球危
机，习近平主席提出团结抗疫的中国
倡议，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中国军队坚定支持缅方
抗击疫情的努力，将向缅甸军队提供
力所能及的援助，同缅方加强抗疫合
作和边境管控，共同遏制疫情在边境
地区蔓延。

盛温介绍了缅甸国内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感谢中方给予支持帮助。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主席坚强
领导下，中国采取严格、全面防控措施，
有效遏制疫情向周边扩散，缅方对此表
示高度赞赏和真诚感谢。缅方愿同中
方继续保持沟通，加强边境管控，推进
抗疫合作。

魏凤和同缅甸国防部长通电话

本报北京4月24日电 杨璐、记者
安普忠报道：今天，在我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50周
年之际，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正
式公布：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
问（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
编号。

这一名称是在 2020 年“中国航天

日”线上启动仪式上正式公布的。据悉，
该名称源于我国古代诗人屈原的长诗
《天问》。以“天问”作为工程名称，表达
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
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
技创新永无止境。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识也同步
公布。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

示了独特字母“C”的形象，汇聚了中国
行星探测（China）、国际合作精神（Co-
operation）、深空探测进入太空的能力
（C3）等多重含义，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
合作的理念。

中国国家航天局愿在平等互利、和
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与国际社会携
手共进，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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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4月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但境外疫情继续蔓
延。如何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巩固防
控战果，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全面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党全国人民十
分关心。

4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4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离
京赴陕西考察调研。

从商洛、安康到西安，一路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谈生态保护、谈脱贫攻
坚、谈疫情防控、谈复工复产、谈恢复社
会生活秩序、谈发扬西迁精神、谈继承延
安精神，思路和举措越来越清晰……

生态环境保护：对国

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秦岭，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调研
的第一站。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秦岭深

处，群峰逶迤，峡深谷幽，鸟鸣山涧。
站在海拔 1700米的月亮垭，习近平

总书记眺望秦岭牛背梁主峰，思绪放在
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时空坐标上：“秦岭和
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是天然空调，是黄河、长江流域
的重要水源涵养地，是我国的‘中央水
塔’，是南北分界线，是生物基因库，也是
中华民族的祖脉、中华文化的重要象
征。”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
志说，“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
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
别墅如一块块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的绿
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痛。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 6次重要指
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
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

高耸入云的牛背梁主峰，烟云笼罩，
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
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
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
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
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
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挖、乱搭乱建、乱捕
乱猎等违规违法行为。从展板的实景照
片可以看出，曾经的违建别墅群已经复
绿，正透着春天的盎然生机。
“秦岭违建是一个大教训。根子就

是腐败啊！”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从
今往后，在陕西为官，首先要了解这段历
史、这个教训，警钟长鸣，明白自己的职
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好秦岭生态的

卫士，切勿重蹈覆辙。
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

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
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
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
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
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削山
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
设、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别墅、
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腾格里
沙漠污染、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被
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等，同时
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流域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总书记强调，抓这
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中华民族长远发
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
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都是国之大者。
“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
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
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要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
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2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会议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时，（下转第二版）

“陕西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
—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