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高泉（左二）正在报告任务状态。 李源龙摄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郭博正在监视各测站设备运行状态。 金圣翔摄

文昌航天发射场，廖国瑞正在下达口令。 徐斌如摄

远望号上，杨林正在与调度员沟通。 屈 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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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夜晚，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

头灯火通明。远望 6 号船航海系统新船

员杨林迎着冷风，从船上下来，快速走向

船头。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他再次查看

船舶吃水线。

各种物资补给上船，船逐渐被压实，

吃水刻度比前几日高了许多，杨林感觉

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他即将随船

出航执行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海上测控任

务。

2021 年，杨林以航海专业第一名的

成绩毕业，来到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

头报到。远望 3 号、5 号、6 号、7 号，艏艉

间隔、一字排开。洁白巨大的船身、优美

独特的船型，充满了他的视野，也填满了

他的心：“这就是大国重器，我的梦想之

船。”

驾船比他想象得复杂得多，尤其在

长江航道里。水面上，船流密集往来，需

要时刻瞭望规避；水线以下暗流涌动，要

提防浅滩暗礁；天上的气象则更是瞬息

万变……学校里课本上标注的沟沟道

道，化作了航道里精细操作的点点滴滴。

今年 4 月，杨林首次参加海上测控

任务。

“长江 6 号，发现目标！”印度洋某

海域，狂风袭来，涌浪顶着船舶上下起

伏。杨林稳稳地把住舵盘，固定住预定

的航向，不断进行微调。

握紧手中的舵盘，杨林的手心微微

出汗，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从雷达捕

获到目标的那一刻起，他和他的船，就

与天上的中国星产生了联系。也是从

那一刻起，航海和航天这两个词在他心

中 有 了 交 集 。“ 经 天 纬 地 ，驾 海 驭

洋”——航海的梦想也可以在太空中美

丽绽放。

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随后的一次测控任务中，杨林遇到

了更为艰巨的挑战。因任务需要，船舶

需要一边转向，一边进行测控。驾驶室

里，杨林双手紧把舵盘，按照指令缓缓驾

驶船舶转向，辅助抓捕。

“这种感觉就像在大洋上放风筝，风

筝线同时掌握在雷达操作手和航海员的

手中。”杨林说。

转 向 前 ，调 度 员 提 前 下 达 指 令 。

杨 林 毫 不 迟 疑 地 操 作 舵 盘 ，巨 轮 在 他

的操控下，慢慢转动庞大的身躯。

此时，船和天线互相配合，合二为

一。杨林的心跳，似乎已经和雷达操作

手同频共振。他知道，只有和雷达操作

手配合得好，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有效

测量时间。“哪怕多一秒钟，也能多出海

量的数据。”杨林说。直到控制机房里

响起掌声，杨林这才发现自己手心里都

是汗。

人们都说一名合格的狙击手是子弹

“喂”出来的，一名成熟的航海员也是驾

龄累积出来的。随着高密度任务的历

练，杨林也越来越自信。

梦天实验舱发射前夜，杨林一个人

悄悄来到甲板上。趁着夜色，他对大海

倾诉着自己的内心：“每次远望出航，天

上就会多上几颗中国星。出航，是我最

幸福的事。这次，我将驾驶梦想之船执

行圆梦任务，这一定会是一段梦一般的

旅程……”

载 着 梦 想 去 远 航
■本报特约记者 倪栋梁 通讯员 段翰鸿 记者 王凌硕

10 月 31 日，海南文昌，梦天实验舱

整装待发。与此同时，西安卫星测控中

心测控大厅，高级工程师郭博正带领团

队严密监视各测站设备运行状态。

显示屏上，数据涌动。在郭博看来，

这面大屏就是一面“航班表”，他们就是

“空管员”。一个个航天器就像一架架班

机，在“牧星人”的掌控、指挥、调度下，自

由翱翔。在这之中，最有“分量”的当属

中国空间站。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三十

周年，也是郭博投身航天测控战线的第

二十个年头。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他深有感触：

“没有一丝不苟、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

没有挑灯熬夜的干劲，想取得成功那是

空谈！”

秦 岭 北 麓 深 处 ，是 郭 博 追 梦 的 起

点——

2002 年，刚刚走出校门的郭博来到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渭南测控站。

那时，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起步不久，

郭博幸运地赶上了神舟四号发射任务。

为尽快熟悉装备，他全身心投入业务学

习，读图纸、学操作、练异常处置……仅用

两个月时间就通过任务考核。

那一年，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

在即，郭博已成长为设备负责人。为按

期高质量完成任务，他带领团队与研制

方一起加班加点对雷达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

一切都在有序推进，一个数据的细

微变化，引起了郭博的注意。经保障人

员初步判断，其原因是受到了外部干扰。

此时距离天宫一号发射只有不到两

个月。时间紧迫，郭博依然坚持要查明

原因。于是，大家从源头查起，对设备状

态进行了全面对比分析。经过逐一检查

确认，他们最终锁定干扰源并解决技术

问题。

2011 年 9 月 29 日，天宫一号在众人

期盼的目光中成功发射。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郭博和他的同事们眼含热泪，紧紧

拥抱在一起。

如今，天上“中国星”越来越多。如

何合理规划有限的地面测控资源，在管

理卫星在轨运行的同时，保障中国空间

站在轨飞行，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亟待

解决的问题。为此，郭博领衔的空间站

任务地面站网资源管理团队在 2021 年

正式组建。他们专门承担针对空间站任

务的地基测控资源调度、装备运维和任

务状态建立等工作。

团队组建之初，正值天和核心舱发

射准备阶段。在测试过程中，郭博组织

团队成员梳理出了任务中实时监视话音

功能测试流程，并据此编写了全套的空

间站任务话音功能测试方案。经过团队

成员的共同努力，天地通话时设备性能

大大提高。

“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只要

立足本职、尽心履职，不忘初心、勇于担

当，就一定能将梦想融入祖国‘星座’，书

写出壮丽的牧星乐章。”郭博说。

将梦想融入祖国“星座”
■甄 浩 金圣翔 本报记者 王凌硕

椰风拂碧海，神箭冲九霄。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再次迎来举世

瞩目的一刻，梦天实验舱搭乘长征五号

B 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在众人关注

的目光中，火箭的尾焰渐渐消失在天际。

与此同时，在看不见的电磁空间内，

庞大的数据正由距离地球三万多公里的

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中继卫星“天链二号”

01星传回地面。信息洪流在各类软件系

统的解码下，形成详细准确的遥测数据、

清晰畅通的音视频图像，反馈给地面技

术人员。

“各号注意，我是天路！”北京空间信

息传输中心，中心综合计划部工程师高泉

作为调度员，正在向外报告任务状态。操

控着“天链”中继卫星的北京空间信息传

输中心，就像其任务代号，搭建起了往返

于太空与地球之间的信息“天路”。

高泉是中心上下公认的“天路好声

音”，这声音既“好”在他中气十足的音

色，又“好”在他镇定自若的气魄。

这份底气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松

练就。

天宫一号任务期间，初来乍到的高

泉第一次参与重大任务。一天深夜，他

坐在值班室的屏幕前，紧盯着计划调试

软件的运行状况。突然，任务状态传递

事件“冒红”，凭借专业知识和相应预案，

高泉迅速解决了故障，让“停更”的状态

立即得以恢复。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高泉遇到过

许多类似的挑战。每跨过一道坎，他便

更加自信一分。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中继卫星

系统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高泉也从分系

统的一名普通值班员成长为总指挥调

度。眼前值守的屏幕变大了、传回的画面

变清晰了，高泉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指挥调度岗位看似是“登台”亮相、

大展身手，然而精彩“登场”的背后却对

各种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拉着各分系统负责人研究任务方

案，将上百种应急处置方案牢牢记在心

里……用高泉的话说，“就像把自己的大

脑切分成多个区域同时工作”。正是历

经无数次这样的日日夜夜，才最终练就

了他的沉着淡定。

去年，即将执行某次任务前，“天链

一号”03 星系统突然告警。虽然早有预

案，在场的众人还是捏了一把汗。

关键时刻，作为任务指挥调度的高

泉站了出来。他一方面协调指挥各系统

排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持续跟踪任务

状态、协调其他“天链”卫星资源应急保

障，确保任务能够正常执行。

“数据链路建立成功！”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奋战，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现场响

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如今，梦天实验舱已经成功发射，而

高泉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在高泉心里，

“天路”不仅代表着稳定可靠，更代表着一

种传承。他说：“我希望能努力把这种‘天

路’精神传递下去，把中国的‘信息天路’

搭建得更加畅通！”

“ 好 声 音 ”回 响 圆 梦 路
■郝 竞 本报特约记者 王 然 记者 王凌硕

“5、4、3、2、1，点火！”

10 月 31 日，伴随着 01 指挥员廖国

瑞清晰洪亮的倒计时点火口令，长征五

号 B 遥四运载火箭搭载梦天实验舱起

飞。

这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

火箭控制室主任廖国瑞第 3 次以 01 指挥

员的身份参与空间站建造任务。从天和

核心舱，到问天实验舱，再到如今的梦天

实验舱，廖国瑞一步步见证了中国空间

站的建设。

2010 年，廖国瑞研究生毕业，来到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那时，嫦娥二号刚

刚发射升空，北斗三号工程也已开始筹

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瞩

目的“北斗”“探月”港。本来，廖国瑞可

以选择安稳地在西昌发展，当得知新建

的文昌发射场需要新鲜血液时，他毫不

犹豫地向组织报了名。“我愿为祖国的航

天梦奉献青春，我相信我能在这个星光

舞台实现自己的价值！”廖国瑞在日记本

中写下了这样的心声。

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一切都要从

零开始。在逐步完善控制系统搭建的同

时，廖国瑞还重点针对新一代运载火箭

的故障应急处置，编修了几十套应急预

案，以确保整个流程滴水不漏。

2016 年 6 月 25 日，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成功发

射。这是廖国瑞第一次在文昌执行发射

任务，毕业后一千六百多个日夜的全力

以赴终于让“梦想照进现实”。

2017 年，廖国瑞再次担任系统指挥

员执行天舟一号任务。凭借过硬的专业

素质，他被誉为发射场“金手指”和“天舟

舵手”。

勤勉与汗水、责任与担当、光荣与使

命，催促着廖国瑞在能力提升的赛道上，

以“百米冲刺”的姿态迅速成长为发射场

的中坚力量。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当大屏幕上

出现“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的字样时，廖国瑞两眼闪着兴

奋的光芒。

从 8 月初梦天舱运抵发射场到成功

发射，在长达 3 个月的任务保障中，廖国

瑞和测发团队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尽管积累了问天舱的发射经验，廖

国瑞仍不敢放松。廖国瑞告诉记者：“梦

天舱飞行任务的载荷比问天舱飞行任务

的更重，火箭发射窗口更窄，且发射前流

程 更 复 杂 ，这 些 都 考 验 着 我 们 测 发 团

队。”

任务准备期间，廖国瑞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复盘自己积累的任务笔记。尤其

是以问天舱任务的视角回顾时，他对流

程优化有了新的思考与应对。

“ 问 天 舱 任 务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一 个

‘变’字，应对发射前十分钟流程优化，让

零窗口发射目标更可靠，我们要紧前做

很多工作。”廖国瑞说，这也是我们应对

梦天舱任务的关键。

在廖国瑞和测发团队的合力攻关

下，一个个“拦路虎”被攻克。他坦言：

“航天发射没有一条路是坦途，但我们每

个人都有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梦天飞天，廖国瑞也将再次启程、继

续追梦。

和 空 间 站 一 起 圆 梦
■本报记者 王凌硕 通讯员 徐斌如

梦天实验舱，中国空间站的“最后一块拼图”。
2022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在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成功入轨，并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1月 3日，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
回首征途，自 2021年 4月 29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升空，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创下中国航天员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神舟

十四号航天员乘组种下的水稻种子拔节抽穗……这短短一年半时间里，中国空间站的“梦想拼图”，已逐步接近完善。
此时此刻，人们都在为梦天实验舱的发射而欢呼雀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庞大而又精密的航天系统，依然在高速运转。大洋之上的远望号测量船、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文昌航天发射场……屏幕发出的光，映亮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容。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的接力棒，正在从50后、60后、70后，传到 80后、90后、甚至 00后的手里。
中国航天事业正青春，中国航天人正青春。让我们沿着梦天舱的发射轨迹，去看一看托举梦天舱的这些青春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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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新生代”托举中国梦天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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