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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022年10月16日上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员杨宏代

表，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再次提到“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并为载人航天、探月

探火、卫星导航等航天领域的创新点赞，这让杨宏无比振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进入了创新发展快车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

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向全体航天人发出了建设航天强国的动员令。面向空间技术发展，航天人把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和科学指引，转化为加快推动航天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天宫遨游、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北斗泽天下⋯一个个
中国骄傲被送入浩瀚宇宙，奏响了航天强国建设的新乐章。

逐梦九天，建造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

每隔一个半小时，就会有一颗独特的“星”从天空划过，引发航天爱好者们追拍。这颗“星”的名字叫“天宫”。为

建造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航天人坚定地沿着载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战略前行。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制团队作为

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主力军，在近十年间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中国空间站从设计、建造到在轨运行的全过程。

2013年，神舟十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和组合体飞行，完成了我国载人飞船的首次应用性飞

行；2016年，多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成功返回，验证了新一代多用途飞船的关键技术；同年，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行任务，首次实现了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17年，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并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会对接，载

人航天工程第二步任务完成，我国较全面地掌握了空间站建设所需的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中国空间站第一个

舱段——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拉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研制队伍多地多线奋战，全力保障了载人
航天工程8次发射、2次返回、6次出舱任务圆满成功，让太空炫舞的机械臂等一批“神器”惊艳世人。“目前，我们已

经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在轨验证任务，近期我们将发射空间站第三个舱段——梦天舱。”杨宏说，“我们要精心组
织、精心准备、精心实施，确保空间站组装建造任务圆满成功。”

雄关迈步，实现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

对于赏月，常人往往会“寄相思”，而因为“嫦娥”，航天人则会有更深层的感情。“月球正面有嫦娥三号、五号，背

面落着嫦娥四号，而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研制的。”五院探月团队自豪地说。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落月并开展月面巡

视勘察，实现了我国首次对地外天体的软着陆直接探测，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2019年，嫦

娥四号首次实现人类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和月球背面与地球的中继通信，在月背留下了中国足迹。作为

探月三期的开路先锋，嫦娥五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于2014年成功发射并返回，我国成功突破和掌握了航天器以接近

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关键技术。2020年，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中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规划圆满收官。全球探月任务的成功率约为50％，而中国探月工程六战六捷，首次月球软着陆、首次月背着陆、首次月

面采样返回全部获得成功，这样的完美表现在世界航天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

除了相距38万公里的月球，中国航天人更是将目光投向了最远4亿公里外的火星。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

探测器成功发射，在经过9个多月长途跋涉后成功着陆火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成功着陆巡视火星的国家。“通过

一次任务即完成火星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是人类航天史上的第一次。”五院天问一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

至此，我国迈出了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

又上层楼，新起点航天事业再创奇功

2012年12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标志着我国北斗系统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北斗研制

团队马不停蹄。攻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器部件百分之百国产化⋯一他

们用不到3年的时间，全面完成了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实现了北斗系统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

史性跨越。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标志着我国建成了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除了上述重大工程，十年来，中国空间技术在众多领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在遥感领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工程圆满收官，我国迎来了多层、立体、多角度、全方位和全天候对地观测的新时代；在通信领域，我国发射首颗高通量

卫星中星16号，我国通信卫星进入互联网应用时代；在技术试验领域，实践二十号卫星对标世界最先进的超大公用卫

星平台技术水平，标志着我国新一代大型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平台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空间科学领域，实

践十号空间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张衡一号卫星、天琴一号引力波探测试验卫星等，有力推

动了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统研制技术、探测载荷技术以及科学应用技术的发展⋯⋯

站在新的起点，航天人深感责任重大。杨宏说：“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航天事业重要论述，充分认识

空间站工程是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的重要引领性工程的深远意义，为实现我国航天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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