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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新语

4 月 24 日 是第六个“中国航天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等单位以多种形式开展庆
祝活动，激励航天人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以优异成绩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科技工作者
重温发展史，立志建功航天伟业。24
日，1000 余名科技工作者齐聚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东风礼堂，聆听载人航天波
澜壮阔的发展史。他们紧密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举办了科普讲座、图文展览、
读红色家书等 7项活动庆祝第六个“中
国航天日”，有效激发了科技工作者扎
根大漠、建功航天的壮志豪情。

西域戈壁，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喀什
测控站的科技人员来到当地的航天希望
小学，开展航天主题共建活动。“我一直
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以飞到天上，去看
一看星星和月亮……”讲台上，维吾尔族
小朋友正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对太空
的憧憬。工程师李鹏说：“希望本次活动
能够激发孩子们探索航天、探索太空的
兴趣。”与此同时，在林海雪原、东南鹭
岛，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所属单位组织开
展航天开放日活动，邀请科技人员家属
走进测控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科技人员奋战
一线，庆祝“中国航天日”。23日，中国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
火箭已转运至文昌发射场发射区，后续

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
合测试等工作。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
们同步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开展“寄语中
国航天”群众性签名、任务党日活动动
员、科普讲堂等内容丰富的活动，在重温
初心使命中传承航天精神。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领导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系
统抓好统筹指挥，扎实开展训练考核，精
心准备设备设施，以精细的作风支撑任
务顺利实施。”24日上午，西昌发射场三
号发射工位场坪上，塔勤操作手正在进
行火箭、卫星转场吊装，高大的发射塔架
在深山峡谷中剑指苍穹。

海风呼啸，巨浪拍打甲板，我国第
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 6号全速航
行，向着目标海域进发。针对日益临近

的海上测控任务，全船科技人员扎实做
好设备检修维护、全面检验测试设备性
能。长江之滨，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母
港，即将出航的远望 7号船以及远望 3
号船正在紧锣密鼓做着准备工作。在
远望 3号船甲板，科技人员正利用有利
时机，使用无人机开展测控设备标校试
验。刚刚起航前往某预定海域执行航
天测控任务的远望 5号船，举行海上升
旗仪式。气象预报员雷宇鑫说：“作为
新上岗人员，第一次在海上度过‘中国
航天日’，这样的经历让我豪情满怀。”
（综合本报记者安普忠、王凌硕、岳

雨彤，特约记者郑伟杰，通讯员黄国畅、
屠海超、吕炳宏、刘畅、张若兰、余天媛、

倪金盾、亓创采写）

逐梦航天强国 献礼建党百年
——航天人以多种形式庆祝第六个“中国航天日”

王岐山 24日在纪念中美“乒乓外交”
50周年活动上通过视频发表致辞

（据新华社）

本报南京4月24日电 徐童、记者安普
忠报道：祝愿美好未来、融汇古今中外，我国
首辆火星车在第六个中国航天日之际正式拥
有了自己的名字——祝融号。

4月 24 日上午，在江苏南京举行的 2021
年中国航天日启动暨中国航天大会开幕仪式
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我国首辆火星车命
名为“祝融”，全称“祝融号”。

祝融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三皇五
帝时掌火之官。首辆火星车命名来自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体现着航天人的科学梦想和

浪漫情怀，彰显着中国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化
自信。

根据国家航天局发布的消息，祝融英文
名 称 采 用 直 接 音 译 方 式 确 定 为 ：“Zhu
Rong”。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我国行星际探测的
首趟征途，计划一次实现对火星的“环绕、着
陆、巡视”，在国际航天界亦属创举。将首辆
火星车命名为祝融号，寓意点燃我国行星际
探测的火种，指引人类对浩瀚星空、宇宙未知
的接续探索和自我超越。

中国首辆火星车命名为“祝融”

本报南京4月24日电 徐童、记者安普
忠报道：4月 24日上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航天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南京
市人民政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南京理
工大学协办，以“扬帆起航 逐梦九天”为主题
的 2021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在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区拉开帷幕。

为推动航天科普工作，中国国家航天局
2021 年继续聘请 3位“中国航天公益形象大
使”。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和中国探月工
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到场寄语青少年；英雄
航天员费俊龙通过视频连线形式发表感言。

为推动航天科技与艺术跨界融合，国家
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与中国航天基金会联
合举办首次“太空探索与艺术创想大赛”。启
动仪式上发布了邀请赛环节平面、摄影、服饰

3个单元的优秀作品。
为表彰航天有功人员，中国航天基金会

评选出“钱学森最高成就奖”“航天创新团队
奖”以及“钱学森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仪式结束后，主题为“扬帆起航 逐梦九
天”的中国航天日科普宣传周、国际月球科研
站宣介会、空间技术与发展论坛、航天专家思
政公开课等 40 余场系列活动将在南京陆续
举办。

2016 年，我国将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 4月 24日，设
立为“中国航天日”。中国航天日已成为普及
航天知识、激励科学探索、培植创新文化的重
要平台，成为传承航天精神、凝聚强大力量的
重要纽带，成为公众和世界了解中国航天的
一个窗口。

2021年“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在南京开幕
本报南京4月24日电 徐童、记者

安普忠报道：记者 24日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航天
集团公司关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
的联合声明》发布。

声明展示了中俄两国在月球及深空
领域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声明明确，国
际月球科研站将面向所有感兴趣的国
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开放，在国际
月球科研站的规划、论证、设计、研
制、实施、运营等方面开展合作，并欢
迎在项目的各个阶段，在任务的各个层
级，以实物和非实物的形式参与国际月
球科研站合作。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
中国、俄罗斯将与其他国际伙伴一
起，共同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国际
月球科研站将是中俄两国为推动联合国
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又一新
的重要贡献，中国国家航天局与俄罗斯
国家航天集团公司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动国际月球科研站广
泛合作，共同推动人类航天科技发展
和经济社会进步。

2020 年 7 月，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航
天机构确定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
2021 年 3月，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关
于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
录》，启动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根据
中俄两国计划，后续还将发布《国际月
球科研站实施路线图》，以及明确其他有
兴趣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加入程序。

23日，中国国家航天局和俄罗斯国家
航天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宣介会在南京召开。本次宣介会作为第58
届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委员会会议的边
会，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百余人采
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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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是第 26个“世界读书

日”。每年读书日来临之际，各地各部门

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读书活动，

全民阅读的群众参与度、辐射面和影响

力与日俱增。

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书是知识的海洋，让读者沉

浸其中流连徜徉；书是力量的源泉，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年读书日，正

值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展开之际，站在新

起点上，从读书中砥砺初心使命、汲取奋

进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新技术新知识更新速度

越来越快，不进行高效的读书学习，很容

易导致思维固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

难以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为此，社会各

界特别是广大青年更应激发读书学习动

力，形成理性科学的思维体系和对事物

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

培养兴趣，突出重点。阅读不仅是

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更是传

承文明、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途径。不

同类别书籍，涉及不同领域，阅读乐趣也

各不相同。读文学经典，可感悟人间悲

喜冷暖，获取知识、经验和智慧；读军事

著作，能领略中外军事指挥员的雄韬伟

略，锻造亮剑封喉的血性；读历史典籍，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立起为服务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的胸怀

和担当。

学思结合，深化认识。“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是思考的基础，

思考是学习的深化。毛泽东在湖南第一

师范学校求学时，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

读《伦理学原理》时留下超过12000字的

批注。数学家华罗庚有句名言——读书

一般经历先“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的过程。就是说，读书要善于运用统摄

的才能，舍弃书中的枝蔓，掌握书的“基

本线索”和“精华”。只有养成边读书边

思考的习惯，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

及彼，方能有的放矢、学有所获。

联系实际，知行合一。习主席指出：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

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从过去手

捧书卷、轻嗅墨香的雅兴，到如今指尖轻

触、吟咏诵读的灵动，改变的是形式，不变

的是对知识和智慧的不懈求索。在当前

党史学习教育中，广大官兵要通过系统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和军史，了解掌握我党我军艰辛历

程、英雄故事和优良传统，心怀“国之大

者”，坚持“行胜于言”，使学习成效转化为

发扬优良传统、强固军魂意识、矢志精武

强能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

读书从来不仅是个人的事，也与一

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和国家的发展进步紧

密相连。迈步新征程，我们应将读书学

习当成一种责任担当、变成生活方式，将

书本知识衔接到岗位战位上，激发精神

动力、强化思想定力、提升工作能力，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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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长江三峡第一峡瞿塘峡景色秀美。瞿塘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白

帝城，东至巫山县大溪乡，以雄奇、险峻著称。图为4月23日拍摄的瞿塘峡一带

景象。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当华北存亡之紧要关头，红军
愿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
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鉴于华北危急，党中央率先派出红一方面
军一部作为抗日先遣队，由三原出发，日夜兼
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
抗战的战略方针，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
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
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 8月，蒋介石接受共产党关于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后，中共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

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在八路军总部组织
的誓师大会上，朱德带领官兵大声朗诵《八路
军出师抗日誓词》。
“红军进行改编的那几天，关中大地阴雨

连绵。”高丽英说，在摘下八角红军帽，换上带有
国民党标志的军帽时，许多红军将士掩面痛哭，
官兵们的泪水夹杂着雨水，顺着脸庞滑落……
“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

心永远是红的。”根据刘伯承所著的回忆录
记载，当时见到此景，他向官兵们作思想动
员，“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的帽
子告别吧！”语毕，他将红军帽小心翼翼装进
口袋，随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事实上，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成立了前

方军委分会以及各师军政委员会，不久后又恢
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师、旅政治部及团政治
处。”高丽英告诉记者，这一系列举措，在组织
上、政治上、思想上保证了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
对领导。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环境
中，八路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了红军
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本色。

完成改编后，八路军主力分别从泾阳、富
平等地出发，奔赴抗日前线。在韩城市档案
馆收藏的旧照片上，记者看到这样的场景：八
路军官兵身姿挺拔地走过街道，道路两旁，人
们高举着“欢迎救国救民的红军”“红军是抗
日先锋队”“欢迎抗日红军”等标语旗帜，敲锣
打鼓、燃放鞭炮，欢送抗日将士出征。
“当地的老百姓还不知道红军已经换了

称谓。”高丽英说，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共产党
的军队是抗日的部队，是全民族的希望。

（上接第一版）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6月2日解
放崇明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加速全国解放步伐。

在长江上，2万多名船工参加渡江战斗，仅安
徽无为、宿松、怀宁三个县就分别有 2000多名船工
参战，有的父子、兄弟齐上船，运送大军过江。

渡江前，船工们明白，那将是向死的战斗。
渡江时，船工们坚信，那是不怕死的冲锋。
“老衣”，是按当地风俗为去世的人穿上的衣

服。渡船出发前，不少船工穿上“老衣”，抱着誓死
运送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决心。

20时许，渡江战役在中线安庆至芜湖间率先
打响。夜幕掩护下，突击船像离弦之箭，直驶南
岸。船过江心，南岸国民党军队的轻重机枪猛射
过来。
“照明弹和火光将黑夜里的长江照得透亮。”

当年年龄最小的船工、今年 86岁的渡江战役“一等
功臣”马毛姐回忆说：“不知道害怕，一心想着送解
放军过江。”

就在这一晚，14岁的马毛姐穿着一件打满补
丁的小棉袄，不顾劝阻，跳上木船。她掌舵，哥哥
划桨，从无为长江边出发渡江。

敌人的子弹雨点般袭来，打烂了船帆，也从马
毛姐右臂穿过。她忍着伤痛，拼尽全力往江对岸
划去，整晚横渡长江6趟，把 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

就在这一晚，芜湖船工车胜科永远失去了父
亲和二弟。

在运送第一批渡江突击队时，先是车胜科的
父亲被击中胸部，接着二弟中弹。车胜科左手受
伤，用右手独臂划船。把第一船战士送过大江返
回北岸后，父亲微弱喘息着叮嘱车胜科：“不要管
我，快送解放军过江！”

车胜科将父亲和二弟交给救护队，叫上三弟
和堂叔，再次撑船起帆。待他战斗结束回到家，父
亲和二弟已经牺牲。

就在第二日，安庆市长江边的怀宁和望江两
县 127名回族青年，组成回民渡江突击队，先头船
勇往直前，30分钟横渡长江。

突击队队员马吉荣胸口中弹，“莫管我！快！
快！快！快顶上去！”说完他倒了下去，再也没起来。

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不怕死冲锋的大无畏精
神，“照亮”了夜晚的江面。

渡江战役中，仅无为就涌现出一等功臣 296
人、二等功臣 937人。牺牲的支前民工，有的连姓
名都没有留下。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施昌旺说，渡江
战役中，每一名解放军战士的身后，至少站着十位
支前群众。百万雄师，千万人民，造就了中国共产
党的无往而不胜。

从未犹豫的选择：“跟着共

产党过上好日子”

安徽博物院展陈着一件褪色的小棉袄，那正
是马毛姐渡江时身穿的那件。很多参观者凝视它
许久，问讲解员：“一个 14岁的小丫头，何以能如此
勇敢决绝？”
“只有共产党、解放军关心穷人！”
“把解放军送过江，江对岸的穷人才能过上好

日子！”
渡江战役胜利 72周年之际，记者探访马毛姐

时问了同样的问题，她的回答质朴如初。
彼时，无为等长江以北一带刚解放，解放军分

田分粮，从小被送去做童养媳的马毛姐回到了自
己家，尝到“好日子”的滋味。

跟着共产党，牺牲也不怕，这是人民群众在深
切体会中做出的历史选择。

长江无为大堤惠生堤岸，柳树已冒出茂密
新芽。去年汛期，惠生堤挡住洪水，守护了百姓
安宁。

7.25 公里的惠生堤，是抗日根据地的著名水
利工程。原此区域的百姓深受洪灾之苦，1943年，
时任皖中根据地行署主任的吕惠生带领民工，冒
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抵御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艰
难修筑而成。
“惠生堤这个名字，是老百姓后来叫出来的。

并不只是因为修筑它的某一个人，而是因为在老
百姓眼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惠及民
生。”原无为县党史办主任王敏林说。

在皖中抗日根据地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民主
政权免税赋、重人权。渡江战役中，部队规定，船
上战士要用身体围成圈将船工护住。无为老百姓
亲身体会到，从战争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人民
利益放在首位。

一切为民者，民向往之。
长江南岸，百姓也在翘首以盼。渡江战役前，

江南繁昌青年农民王刚友等避开严密封锁，渡过
长江投奔解放军，介绍江南敌情动态、地理环境。
渡江时，王刚友作为突击队向导登上木帆船，上岸
后领着突击队搜索敌人的每一座明碉暗堡。

百万雄师身后站着千万支前群众，那是人民
群众用最深沉的信任和最坚定的支持，书写紧跟
共产党的历史选择。

2020年 7月 16日，惠生堤防汛仓库边的堤坝
出现管涌。危急关头，周边村民扛着铁锹和编织
袋赶来，为堵住管涌赢得了时间。

人民的选择穿越时空，从未改变。

创造奇迹的支前：“最后一

把米和最后一个儿”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有一件庞大的革命文
物，那是一条长 8.86米、连桅杆高 6.7米、多处有弹
痕的木船。

船的主人是渡江战役“二等功臣”张孝华。
1948年冬，他用多年积蓄新造了这条木帆船。船帆
尚未做好，张孝华就带着船和独生儿子，报名备战。
“国民党从长江北岸撤退时，将能带走的船都

带走了，这给解放军渡江带来巨大困难。”施昌旺
说，人民群众给了最无私的支援。

对靠江而生的渔民来说，船是赖以为生的命
根子，“但他们毫不犹豫，有的把沉到水底的船，寻
出来捐了。家里没船的，卸下门板、拆了木箱做
船。”渡江支前工作人员、93岁的芜湖市繁昌区离
休干部陈少宽回忆说。

半个月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征集到 1 万余
条船。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安
徽、山东、江苏等地有上千万名渡江支前群众为解
放军送粮草纳布鞋、修路桥挖沟渠、抬担架运物
资。

长江安徽段至今流传着老百姓当年的一段顺
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送
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军过大江。”
“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的女儿说，父亲在世

时总是自豪地说起船工们的创造和智慧，他们拿
出烤火用的圆木桶绑在船头，塞上浸湿的棉被作
为掩体。船工们还用木头扎成 4米多宽、10米多
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架上轻重
武器，制成“水上土炮艇”。回民渡江突击队研究
出一种不用帆、速度快的水轮船，并快速改装出 20
多条。
“经过多次练习，渡江船只平均航速达每分钟

70米，靠岸后半分钟便可抢滩登陆。”渡江战役纪
念馆“90后”讲解员石慧说。

石慧的爷爷参加过渡江战役。为更多地了解
爷爷那一辈人的战斗故事，财会专业毕业的她跨
行当起讲解员。

9年来，石慧每天穿行于馆藏史料里，越发读
懂胜利背后人民的力量，也见证着这种力量传承
至今，把一件又一件攻坚难事变成胜利奇迹。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代变迁，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依靠人民夺取胜利永不改变。
（新华社合肥4月24日电 记者刘菁、李亚

彪、张紫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