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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航天员 12 年后，46 岁的张陆即

将出征太空。此刻，他自信而从容：“加

入航天员队伍以来，我始终心怀梦想。

我将继续以不怕吃苦、一往无前的精神

完成这次任务！”

“汗水伴着孤单和平淡，我还会仰头

望着天，那个梦让我一往无前……”这是

张陆写给自己的歌，也是他追梦历程的

真实写照。

张陆的老家在湖南常德，老屋门口

那 块“ 劳 动 致 富 ”的 牌 匾 ，让 他 印 象 深

刻。这块牌匾背后，是家族几代人的辛

勤努力——

在爷爷那个年代，共产党带领人民

解放了全中国。爷爷对党心怀感恩，经

常给灾区和有困难的群众捐款。

父亲赶上了改革开放，全家信奉“只

要肯吃苦，就能过上好日子”，家庭越来

越幸福美满。

回望成长历程，张陆自豪地说：“感

谢祖国的强大与繁荣，我的价值观就是

航天员大队门口那 8 个大字——祖国利

益高于一切。”

少年时，张陆一度怀揣音乐梦想，差

点报考艺术类院校。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参加了空军招飞。收到飞行学院录取

通知书后，全家喜出望外。父亲跟他说：

“在部队好好干，多吃苦！”从此，“吃苦”

贯穿了张陆的军旅生涯。

1998 年 4 月，张陆结束了为期 20 个

月的体能和飞行理论训练。当他第一次

驾机飞上蓝天，只见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崇山峻岭尽收眼底。

“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

蓝天。”俯瞰祖国锦绣河山，一首《我爱祖

国的蓝天》从张陆心底飞出。

随即，飞行教员一个“倒扣”，张陆随着

飞机整个翻转过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教员询问：“感觉如何？”头晕目眩的

张陆大声回答：“很好！”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考验的是飞

行员的飞行技能和心理素质。张陆告诉

自己：既然立下为国奉献的壮志，就必须

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2009 年，我国第二批航天员选拔开

始了。时任空军航空兵某团空战射击主

任的张陆，凭借过硬素质顺利入选。

当张陆和其他 6 名战友进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时，门口“祖国利益

高于一切”8 个大字映入张陆眼帘。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英

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载

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铮铮誓词，铿锵

有力，点燃了张陆飞向太空的斗志。

首批航天员数十年如一日地训练、

训练、再训练——这种执着和无畏深深

感染了张陆：“我要刻苦训练，随时准备

接受党和人民挑选，为祖国出征太空！”

航天员要学习高数、英语等基础学

科，还要学习空气动力学、飞船设计原理等

专业学科，甚至要了解植物特性，掌握一定

医学知识。此外，他们还要进行体质、心理

素质、航天技术等上百个科目的训练。

一开始，身体素质极好的张陆，最忌

惮超重耐力训练。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

里，航天员要承受 8 个 G 的重力加速度。

“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还有一种

强烈的窒息感，眼泪也会控制不住地甩出

来。”当时的窘迫情景，张陆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我这项训练成绩只能达到二级。”

要想实现飞天梦想，必须门门课程都

优秀。张陆一次次请教首批航天员，一次

次挑战极限，最终成绩达到一级标准。

备战空间站任务以来，航天员训练

科目更加复杂苛刻。在圆形的模拟失重

水槽中，航天员穿着水下训练服展开训

练。这是航天员训练时间最长、体力消

耗最大的一个项目。

水下训练服相当于一个“人”形飞船，

张陆的肩比较宽，每次把两只胳膊塞进服

装里，都要费很大力气。在深水里，张陆一

待就是五六个小时。由于四肢都被固定在

水下训练服里，痒了痛了只能咬牙坚持。

正如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所

言：“破茧成蝶从来都是痛苦的过程，没

有异于常人的毅力，是很难熬过来的。”

面对即将执行的任务，张陆信心满

怀：“现在，是我执行任务的黄金年龄。

无论是心理、身体和能力，我都已经做好

足够的准备。”

26 年前，面对青春年少的张陆，考

官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放弃

当歌手的梦想，选择当一名飞行员？”

张陆这样回答：“如果我选择当一名

歌手，我永远不可能有机会驾驶战机翱

翔在祖国的蓝天。如果我选择当一名飞

行员，我会在蓝天上骄傲地歌唱对祖国

的热爱。”

现在，张陆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

即将向太空勇毅前行。让我们期待着他

放歌九天的自信与豪迈。

航天员张陆——

一 往 无 前 放 歌 九 天
■本报特约记者 占 康 记者 王凌硕

在轨执行任务 5个多月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3名航天
员即将迎来新一批战友入驻轮换——

2022年 11月 28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了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名单，指令长费俊龙和航天员邓清明、张陆将执行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届时，6名航天员将在“天宫”
胜利会师，同时在轨工作生活。

在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拉开帷幕之际，记者带您走近执行此次
任务的3名航天员。

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中国空间站即将迎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

17 年 前 ，他 与 战 友 聂 海 胜 踏 雪 出

征，环绕地球飞行 77 圈……

17 年后，他依旧意气风发，精神饱

满，再次奉命出征。

光辉时刻的背后，是费俊龙对初心

的默默坚守。

费俊龙出生在江苏昆山阳澄湖畔，

从小就崇拜英雄。一次，大姐夫回家探

亲，军帽上金灿灿的五角星，深深吸引着

少年费俊龙的目光。

费俊龙找来材料自制五角星，并细

心地刷上红漆，别在帽子上。

1982 年，空军在江苏昆山招飞，费

俊龙如愿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学员，终于

戴上了真正的军帽。

“要做就做最好的飞行员！”年轻的

飞行学员费俊龙仰望祖国的蓝天，壮志

满怀。

从空军特级飞行员到特级航天员，

费俊龙始终在奋勇前行。

神舟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中，杨利伟

一飞冲天，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中国

航天员。那时，费俊龙默默在心中为自

己定下一个目标。

头低位训练时，整整5天时间，脚高头

低仰面朝天，躺在一块特制的“床板”上，连

腿都不能蜷一下——费俊龙挺过来了；

离心机训练，相当于在胸部压上 8

倍 于 自 身 体 重 的 重 物 ，即 便 停 下 来 还

是感觉天旋地转——费俊龙也挺过来

了……

2005 年 1 月，航天员中心完成神舟

六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的初选工作，费

俊龙顺利入选。

2005 年 10 月 12 日凌晨 ，东风航天

城突然天降瑞雪。好在天公作美，发射

前，雪奇迹般地停了。9 时整，神舟六号

飞船拔地而起，费俊龙与聂海胜携手进

入太空。

当天 17 时 30 分，费俊龙打开返回舱

和轨道舱之间的舱门，“飘”进轨道舱，高

兴地对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10 月 17 日凌晨，神舟六号飞船按计

划返回地球。关上返回舱门时，费俊龙

在心里默念：我一定还会回来。

经过 115 小时 32 分钟的太空飞行，

神舟六号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费俊龙

和聂海胜自主出舱，为中国人第二次太

空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从 2005 年首飞太空，到 2022 年再度

出征，费俊龙始终坚持刻苦训练。这期

间，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大队长。卸任后，他又担任航天员系

统副总指挥，分管航天员选拔训练工作。

走上领导岗位后，费俊龙肩上的担

子更重了，但他丝毫没有放松过对自己

的要求。只要遇到新的训练科目，他都

主动要求第一个上。

“珍惜崇高荣誉、迈向更深太空。”这

句镌刻在航天员大队公寓门柱上的铿锵

誓言，是费俊龙和战友们的力量源泉。

多年来，费俊龙身体各项指标一直

保持优良。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重返

太空。

年龄大了，职务高了，但费俊龙的拼

劲不输任何一个年轻人。随着空间站任

务的到来，他积极备战，顺利入选神舟十

五号任务乘组。

空间站任务需要学习训练的内容堪

称海量。费俊龙争分夺秒，每天晚上复习

到 12 点，第二天早上 5 点半又起床预习。

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都在思考工作。

一次水下验证试验，费俊龙在安装

完第一组试验品时，已经检验出不合格

的地方。原本他可以出水汇报自己的试

验结果，但他坚持做完了全部试验。出

水后，他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向科研人

员分享自己的操作体验。在他建议下，

科研人员改进了设备工效，优化了操作

流程。

如果把空间站建造阶段的 4 次载人

飞行任务，比作是一场接力赛，那么，执

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的 3 位航天

员，将进行最后一棒冲刺。

目前，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已建

成。此次任务，费俊龙和战友邓清明、张

陆将完成多次出舱任务。舱外作业覆盖

3 个舱段，他们将首次把货物从梦天舱

的气闸舱运出来。

“作为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批

乘组，我们备战任务的时间最长，训练最

多。对此，我和战友们有足够的信心，也

做了足够的准备。”费俊龙说。

航天员费俊龙——

初 心 不 改 再 探 苍 穹
■本报特约记者 占 康 记者 王凌硕 通讯员 张彦昕

梦想，要奋斗多久才能抵达？

2022 年 11 月 28 日 ，东风航天城问

天阁，即将执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

务的航天员邓清明，给出他的答案：24

年 10 个月。

作为唯一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的现

役首批航天员，邓清明终于即将圆梦苍穹。

一路走来，邓清明的追梦之旅有过

高光时刻——从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优

秀空军飞行员，又光荣入选中国首批航

天员。

多 少 次 ，邓 清 明 与 飞 天 梦 想 失 之

交 臂 ；多 少 次 ，他 目 送 战 友 出 征 ，载 誉

归来……

战友们说：邓清明 20 多年的飞天之

路真正诠释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真谛。

1998 年 1 月 5 日，邓清明和其他 13

名战友一起，成为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

批航天员。经过几年刻苦学习，第一批

航天员全部取得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的资格。

当 时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刚 刚 起

步。受任务密度和条件制约，飞天机会

有限。每次任务前，会按照航天员综合

评价排名确定主备份人选。在很多科目

考核中，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成绩往往相

差很小，甚至只有零点几分。

就是这细微的差距，令邓清明一次

次与飞天梦想失之交臂。

来 不 及 彷 徨 和 懈 怠 ，邓 清 明 又 继

续投入训练和学习。

邓清明把每次落选当做磨砺，越挫

越勇：“这么多年来，我总认为，在追梦和

奋斗的道路上，可以停下来思考，但绝对

不能放弃。”

邓清明格外珍惜每次选拔机会，主

动给自己加码，提高训练强度和难度。

无论再苦再累，他总逼着自己再练一会

儿、再试一次……

备战神舟十一号任务时，邓清明和

陈冬分在一组，参加为期 33 天的地面组

合模拟验证 1∶1 试验。他们住进密闭舱

内，完成了全部训练内容。

试验结束后，邓清明和陈冬提出了

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正式任务

打下良好基础。

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发射前夜，问

天 阁 灯 火 通 明 。 邓 清 明 心 中 五 味 杂

陈 ——这可能是自己离飞天梦想最近

的一次，也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后

一次机会。

然而，梦想再一次止步。

“海鹏，祝贺你！”邓清明停顿了一会

儿，转过身面向景海鹏，紧紧抱住他。景

海鹏也饱含深情地抱紧邓清明。

这个拥抱持续了几分钟，整个问天

阁大厅静得似乎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邓清明至今还记得，一位战友握住

他的手说：“不管主份还是备份，都是航

天员的本分！老邓，你要继续努力，不要

放弃。”

“在载人航天这个举世瞩目的伟业

中，个人的荣辱得失微不足道。大家勠

力同心，共同圆满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

的，也是最光荣的。”邓清明说。

新时代，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伟大的时代，为追梦人提

供了更多圆梦的可能。当宣布邓清明进

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那一

刻，他的内心出奇平静。

32 岁进入航天员大队，邓清明风华

正茂。56 岁圆梦太空，他已两鬓染霜。

来不及想太多，邓清明马上投入到

更加严格的训练中。他知道，长达半年

的驻留过程中，3 个舱段的管理维护、数

百项科学实验、多次出舱任务正等待着

自己。

众所周知，航天员水下训练消耗体

力大，操作难度高。第一次在水下练习

上脚限位器时，邓清明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把脚塞进去一半。谁知，他一不小心

没稳住，脚又滑脱了。这时，他的体力消

耗已经很大。工作人员建议他休息一

下，但他执意要继续训练……

“再来一次！”当天水下训练课程结

束时，邓清明又要求单独进行上机械臂

练习。上岸后，他累得几乎虚脱，整个人

却格外兴奋：我终于熟练掌握了这项技

术！

飞天之际，邓清明深情地说：“感谢

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载人航天事业的

发展，感谢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攻坚

克难，让我等到了圆梦的机会！”

航天员邓清明——

永 不 放 弃 天 宫 梦 圆
■本报特约记者 占 康 记者 王凌硕

张陆，男，汉族，籍贯湖南汉寿，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76 年 11 月出生，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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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航天员，大校军衔。曾任空军某训练基地某团司令部空战射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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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费俊龙，男，汉族，籍贯江苏昆山，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5 年 5 月出生，

1982 年 6 月入伍，1985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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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某飞行学院飞行技术检查员，被评

为空军特级飞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大队长、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2005 年 10 月，执行神

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并担任指令长，同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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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邓清明，男，汉族，籍贯江西宜黄，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66 年 3 月出生，

1984 年 6 月入伍，198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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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一级飞行员。1998 年 1 月入选为我国首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

五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