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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秀的面庞，看不出一丝紧张。清

澈的眼里，闪耀着兴奋和渴盼。

一张新面孔，出现在神舟十四号飞

行任务乘组发布会上，格外引人注目。

为了这一天，航天员蔡旭哲已经等

待了整整 12年；为了这一天，从小是军迷

和航空迷的蔡旭哲已经准备了 30多年。

蔡旭哲出生在河北深州，爷爷奶奶

都是老党员。3岁时，爷爷送给他一大箱

子关于八路军的小人书，给他读抗日故

事。这让蔡旭哲从小就立志从军报国。

蔡旭哲家乡附近有个空军机场。听

到战机的轰鸣声在头顶响起，他经常冲

出屋来，瞪大眼睛仔细分辨飞机的形状，

一直目送飞机消失不见。那时，他未曾

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驾驶战鹰从无数

次凝望过的天空掠过。

蔡旭哲从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考

入县重点中学后，他省吃俭用，订了一份

《中国空军》杂志。每当杂志拿到手，他

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航空航天知识。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蔡旭哲高三那

年招飞成功，如愿接到空军飞行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那一刻，19 岁的他激动得

直掉眼泪。

时至今日，蔡旭哲依然清晰记着在飞

行学院那段难忘的拼搏岁月。漫长的北

方冬日，训练结束后，他和战友们头发上

冒出的汗珠结成了冰碴儿，提前打好的洗

脸水也结了一层冰。在刺骨的冰水里洗

脸，他们常常冻得上下牙齿直“打架”。

从飞行学院毕业时，蔡旭哲做出了一

个让战友们惊讶的决定：他主动申请分配

到当年分配意向中最艰苦的一支部队。

晴空万里，驾驶战机翱翔蓝天，是蔡

旭哲最享受的时候。他对飞行的热爱，

简直有点走火入魔。爱人坐月子，他休

假陪护照顾。每天只要有空，他就趴在

窗户前望着天空自言自语：“今天天气能

见度高，适合飞行。”

凭着这股痴迷劲儿，蔡旭哲逐渐成

长为飞行骨干。也正因为有着扎实的技

术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遇到数次大

大小小的故障，蔡旭哲都能转危为安。

上百种应急事故预案就像刻在他脑子里

一样，随时可以启动。

蔡旭哲安全飞行 1523 小时，被评为

空军一级飞行员，先后荣立三等功和二

等功各一次。

2010 年 5 月 5 日，是蔡旭哲终生难

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和其他 6 名战友，

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

天员大队，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要经历脱胎换

骨般的淬炼，不但要学习枯燥的基础理

论，还要完成包括体质、心理、航天专业

技术等上百个科目的艰苦训练。沿着这

100 多个科目的登天台阶，蔡旭哲逐步

攀登而上。

2018 年，蔡旭哲和战友参加 48 小时

沙漠生存训练，遭遇了高温、沙尘暴和大

雨的重重考验。负重徒步走出沙漠那一

刻，大家又累又热，随行的工作人员好多

都中了暑。

每每回想起那难忘的 48 小时，蔡旭

哲都觉得苦中有乐。电影《长津湖》中提

到的杨根思“三个不相信”战斗精神：不

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对此，蔡旭哲深有共鸣。

看着同批战友陆续飞天，蔡旭哲时

常想起爷爷对自己的期望。爷爷有 5 个

孙子，个个都有出息，蔡旭哲排行老三。

爷爷逢人便夸：“我家这老三，干的可是

国家的事业。”

“我入伍了！”“我入党了！”“我飞出

来了！”“我入选航天员了！”……每当有

好消息，蔡旭哲第一时间就要跟爷爷分

享，爷爷总是激动地说：“好！好！”

自从成为航天员后，近 10 年来，蔡

旭哲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频繁地给爷

爷报告好消息。每次他回老家，爷爷总

是欲言又止。他知道爷爷期待着一个答

案。然而，他无法回答。甚至这些年来，

他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蔡旭哲知道，只有更加努力地训练，

默默等待机会到来。随着空间站任务来

临，机会随之增多。2019 年 12 月，他光

荣入选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只是，这个消息来得晚了些，敬爱的

爷爷已经去世。蔡旭哲把遗憾藏在心

底，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更加刻苦训练，

出色完成任务。

2022 年 6 月，在经历了整整 12 年的

坚守和努力后，蔡旭哲终于迎来梦圆时

刻。为祖国出征太空，他感到自豪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责任和压力。

空间站建造阶段，蔡旭哲所在的神

舟十四号飞行乘组任务非常繁重，工作

量剧增，面临许多新的技术问题。

他深知，每一项操作、每一个细节都

关系任务成败，地面训练更要分秒不差，

毫厘不失……

东风航天城，神舟飞船整装待发。

出征在即，蔡旭哲面对媒体镜头，郑重地

敬了一个军礼。

带着梦想，出发！

航天员蔡旭哲——

厚 积 薄 发 ，飞 天 圆 梦
■占 康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王凌硕

中国空间站迎来第三批航天员乘组中国空间站迎来第三批航天员乘组
2022年 6月 4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了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名单。航天员陈冬、刘洋、蔡
旭哲组成飞行乘组，担负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次载人飞行任务。

跨越星辰大海，圆梦“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第三
批航天员乘组。在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拉开帷幕之际，记者
带您了解执行此次任务的3名航天员。

“爽不爽？”

“爽！”

6 年前，神舟十一号飞船整流罩抛

开后，三上太空的指令长景海鹏与首次

飞天的航天员陈冬，一问一答，率性自

然。这段对话一度爆红网络，也让大家

记住了航天员陈冬的阳光率真。

“有没有信心？”

“没问题！”

6年后，陈冬再次迎来人生的高光时

刻——44岁的他作为第二批航天员中的

首位指令长，将在神舟十四号任务中，带

领航天员刘洋和蔡旭哲征战太空。

岁月，似乎不曾在陈冬脸上留下痕

迹。透明头盔罩下，他自信的笑容依然

帅气，明亮的眼神愈发坚毅。

一个人，只要拥有梦想，就会不断创

造奇迹。这一“梦想法则”在陈冬身上得

到印证。

陈 冬 从 小 爱 挎 军 用 背 包 、戴 军

帽 。 高 中 时 ，见 到 一 位 师 兄 考 入 飞 行

学 院 ，他 也 萌 生 了 当 飞 行 员 的 想 法 。

于是，19 岁的陈冬招飞入伍，成为一名

飞行学员。

军校毕业，当飞行员……陈冬一度

以为自己“此生就和蓝天为伴了”。直到

几年后，航天员杨利伟首次飞天的身影，

牢牢吸引住他的目光。

“我也想飞得高点、再高点，飞出大

气层，去看看那里什么样。”梦想，再一次

向这位优秀飞行员招手。

又一个 6 年过去，陈冬幸运地进入

第二批航天员选拔面试环节。

“你会坚持吗？”

“我甘愿付出一切。”

面试考官杨利伟问陈冬能否承担成

为航天员要面对的巨大风险，31 岁的陈

冬毫不犹豫地给出心底的答案。

当你甘愿为梦想付出一切时，全世

界都会为之让路。

2010 年，陈冬、刘洋和蔡旭哲等 7 人

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此后，陈

冬消失在亲友们的视线里。

有的梦想，跳一跳就能实现；有的梦

想却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和超出常人的

努力。飞天梦，就是后一种。

转椅训练是弱项，陈冬就自己买个

能旋转的电脑椅，坐在上面让爱人用手

推着他转圈；为了提高对超重的耐受力，

他睡觉时也拿重物压在身上练呼吸和动

作。

在梦想的加持下，陈冬用超常的耐

力 和 毅 力 备 战 飞 天 。 2016 年 10 月 17

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迎来人生中第一

次进入太空的机会。

在太空驻留的一个月，陈冬常趴在

舷窗上凝望地球。深邃的太空中，蔚蓝

色的地球像一颗璀璨的珍珠。

返回后，陈冬更加渴望重返太空：

“那种愿望就好比吃冰激凌。没吃前，大

家都说好吃，就想吃；吃了以后，发现果

然好吃，就更想吃了。”

执行完神舟十一号任务返回后，陈

冬迅速投入到空间站任务训练中。建造

空间站，是几代中国航天人的梦，也是千

千万万中国人的梦。

2020 年，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首飞

成 功 ，正 式 拉 开 了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第三步”任务序幕。中国空间站时代

来 了 —— 仅 2021 年 和 2022 年 两 年 时

间，就要实施 11 次飞行任务，其中包含

4 次载人飞行任务。

密集的任务带来更多飞天机会，对

航天员的身心素质、知识储备和应急处

置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圆梦空间

站，陈冬的下一个梦想“触手可及”。

比起神舟十一号任务，神舟十四号

任务的工作量、复杂性和难度呈指数增

长。在长达 6 个月的太空驻留中，陈冬

和战友要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出舱任

务和大量的科学实验等。

风险和挑战最大的要数出舱任务。

陈冬、刘洋和蔡旭哲 3 人都没有出舱经

验，加上要在新舱段完成新任务，难度可

想而知。

根据任务要求和个人特点，三人进

行了任务分工：陈冬是指令长，主要负责

抓总和出舱活动；刘洋工作细致，负责物

资管理和机械臂操作；蔡旭哲理论功底

深厚，操作熟练，主要负责环控设备运行

与维修。

一向低调随和的陈冬，训练时却特

别爱“找茬”。“在太空中，我们是终端用

户。程序、产品是否合适合理，需要我们

结合实际操作去验证。”陈冬说，“找茬是

找安全隐患的‘茬’，较真较的是确保安

全的‘真’。”

对 即 将 进 行 的 太 空 出 舱 任 务 ，陈

冬心驰神往：走出舱外，脱离舱体的保

护 ，充 满 未 知 和 风 险 ；没 了 舱 体 的 屏

障 ，航 天 员 能 更 亲 密 地 拥 抱 太 空 。 陈

冬觉得，风险和挑战越大，越能彰显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获 得 的 成 就 感 也 越

大 。“ 这 是 梦 想 的 力 量 所 在 ，也 是 梦 想

的魅力所在。”他说。

经过大量的地面出舱活动训练、周

密的故障预案演练、地面指挥和乘组长

期训练，“太空出差三人组”越发默契。

团队的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其他人作

为备份，随时相互补位。

“在载人航天事业 30 周年之际，中

国‘太空家园’将在我们手里竣工，我们

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指令长陈冬充

满信心地说，“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用精细保证精准，用精心换来精彩。”

航天员陈冬——

男 儿 有 梦 ，再 征 太 空
■占 康 本报记者 安普忠 李由之

陈冬，男，汉族，籍贯河南郑州，河南洛阳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78

年 12 月出生，1997 年 8 月入伍，199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某飞行大队大队长，

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16 年 10 月，

执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 12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

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2013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期间，习主席接见了部分来自基层

一线的军队人大代表，中国首位遨游太

空的女航天员刘洋也在其列。

“你可是巾帼英雄啊，也是妇女能顶

半边天的代表，现在还成了中国妇女的

‘形象大使’！”习主席称赞道。

“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

时代，我们一定会将祖国的荣誉写满太

空！”刘洋坚定地回答。

这段对话让刘洋终生难忘，每每想

起，心中便涌动着一股力量，激励着她不

断前行。

间隔 10 年，刘洋先后执行神舟九号

和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从突破空间飞

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到建造空间站，正

好是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里“第二步”

和“第三步”的关键节点。

刘洋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始终踩着

时代的鼓点前进。

1997 年，空军开始招收第 7 批女飞

行员。刘洋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当年郑

州市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女飞行员。

2009 年，国家开始选拔第一批女航

天员。听到这个消息，刘洋跃跃欲试。

如果可以飞得更高，她渴望飞向太空。

幸 运 之 神 又 一 次 眷 顾 了 她 。 2010

年 5 月，刘洋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航天员。

2012 年 3 月，刘洋被确定为神舟九

号首飞梯队航天员。这意味着她即将作

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代表中国千万女

同胞飞向太空，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嫦

娥飞天”的传说变成现实。

刘洋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这种幸福

感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紧紧联系在

一起的幸福，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

幸福。”

2012 年 6 月 28 日，神舟九号飞船与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分离，3 名航天员

挥手告别天宫一号，回到飞船轨道舱。

刘洋转身前，对着天宫一号郑重敬礼，心

里默默地告诉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我

一定还会再回来！”

没想到，这“不久的将来”跨过了 10

年。10 年，对于载人航天事业来说，并

不算长。从“921 工程”启动开始算起，

载人航天工程恰好从 20 周年跨入 30 周

年 。 10 年 ，对 于 个 人 来 说 ，并 不 算 短 。

刘洋最年富力强的 10 年，在周而复始的

选拔训练中度过。

居里夫人说：“我从未幸运过，也不

渴望幸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任

何困难毫不退缩。”刘洋从女儿的读书笔

记中看到这句话，特别认同。虽然她常

说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可光有幸运怎

么可能成功？

刘洋深知，“神九”任务只是她职业

生涯中的一个小目标。人类总是一步步

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航天员，她就

肩负这样的使命。第一批航天员老大哥

们还在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一代代航

天人刻苦攻关、默默奉献，自己又怎能原

地踏步？

刘洋迅速从零开始，重新以一名高

中生的拼搏劲头对待每门课程，将每次

模拟训练当成实战，一步一个脚印前行。

2019 年 12 月 ，她 入 选 神 舟 十 四 号

乘组。水下训练是出舱活动训练的重

中 之 重 ，单 次 训 练 时 长 最 长 、强 度 最

大。刘洋逼着自己直面水下训练，还总

结 出 一 个 方 法 ：需 要 用 眼 时 就 排 除 干

扰，紧盯目标；不需要用眼时，就抓紧闭

眼缓一缓。就这样，刘洋逐渐适应了水

下环境。

训练之余，刘洋还根据飞行经验，

参与各类太空产品的设计改造工作，大

到太空舱、环控生保系统，小到太空垃

圾收集装置、太空食品、舱门手柄，刘洋

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很多合理化建议被

采纳。

备战神舟十四号任务，他们要学习

和训练的内容很多。舱内设备、管路连

接、出舱活动、机械臂、科学实验……从

早到晚，刘洋和战友们的课程安排得满

满当当。

对刘洋来说，事业和家庭如同鸟儿

的双翼，缺一不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

妈，家永远是刘洋最坚实的堡垒，给予她

前行的力量。

“妈妈，可不可以不去那么远的地方

出差？”两个孩子问。

“你们是不是也有梦想？”刘洋反问。

“嗯。”孩子们若有所思。

“那妈妈也有自己的梦想。你们是

不是也希望妈妈完成自己的梦想？”

“嗯嗯。”孩子们直点头。

“妈妈的梦想就是到太空盖一座大

房子，未来让仰望星空的小朋友们可以

去那里。”

孩子们听完开心极了：“妈妈，你一

定要给我们多拍点照片回来。”

“那我们想你怎么办？”孩子们又问。

“那你们就抬头看看星空，看到星星

一闪一闪的，那就是妈妈在对你们说‘我

想你们’。”

这一次，刘洋随飞船带了一幅镶嵌

照片的卷轴，里面有家人、航天员大队战

友以及空军战友们的照片。她要带着亲

人朋友们一起圆梦太空。

再 次 出 征 太 空 ，刘 洋 变 得 更 加 从

容，也对太空生活更加期待。她期待中

国空间站在自己手里顺利竣工，期待在

“太空家园”享受与下一批乘组的相聚

时刻。

航天员刘洋——

乘 时 代 之 风 ，做 巾 帼 英 雄
■占 康 本报记者 李由之 王凌硕

刘洋，女，汉族，籍贯河南林州，河南郑州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位。1978

年 10 月出生，1997 年 8 月入伍，2001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师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队

长，被评为空军二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12 年 6

月，执行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同年 10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

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蔡旭哲，男，汉族，籍贯河北深州，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76 年 5 月出生，

1995 年 9 月入伍，199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训练基地某团某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

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