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浓如酒时一飞冲天，春暖花开季载誉归

来。

2022年 4月 16日 9时 56分，在太空遨游半年

的神舟十三号飞船在东风着陆场平安降落，太空

“出差”的 3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安全

顺利出舱，重回地球的怀抱。

离开地球的日子里，神舟十三号创造了一项

又一项新的航天纪录：神舟飞船首次太空径向交

会对接、中国人连续在轨飞行时长新纪录、中国

女性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过春节、

神舟飞船首次快速返回……

中国人在太空一次次迈出的一小步，汇聚成

了中国航天的一大步。

神舟凯旋之时，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也是第 6 次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顺势拉开了中国空间

站建造阶段的大幕。

中国航天，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

回家之路

6 个月的太空生活转瞬即逝，回家的日子到

了。

这些天来，神舟十三号进入到返回准备阶

段，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也开始收拾

“行李”，准备返程。

来自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内摄像机传回的一

组画面显示，他们逐一整理舱内的设备器材，分

门别类归置各类物品，对舱内环境进行全面的清

洁维护，收拾各自卧室的小挂件……回家的准备

工作有条不紊。

4 月 15 日晚，3 名航天员向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恋恋不舍地回到神舟十

三号飞船的返回舱。

16 日 0 时 44 分，神舟正式告别天和，踏上回

家之路。

离别之前，他们把天和核心舱设置成无人飞

行模式，这是为了保证稳定在轨运行。

绕地球飞行 5 圈后，9 时 6 分，北京飞行控制

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指令，神舟十三号飞船

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9时 30分，飞船返回

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

在中国航天人的实时监测和全程跟踪下，神

舟飞船化作一颗流星再入大气层。

此时此刻，位于戈壁沙漠的东风着陆场早已

准备就绪，等候亲人九天归来。为了实现“舱落

机临”的目标，连日来，直升机分队、固定翼飞机

分队、地面分队等 3支专业搜救力量，在荒无人烟

的沙漠进行了多次演练。

此时此刻，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资料，着陆

场区域无大风、沙暴、雷电等天气，气象条件满足

返回要求。

此时此刻，神舟飞船正在穿越归途中最危险

的一段路程——黑障区。返回舱与大气层发生

剧烈摩擦，舱体外部燃起高温火焰，像是一团火

球。

“返回舱出黑障。”雷达操作手迅速捕获目

标。

随后，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红

白相间的主降落伞迅速打开，牵引着神舟飞船在

东风着陆场的上空缓缓垂落。

9时 56分，神舟十三号飞船在预定区域着陆，

落点近乎完美。

时隔 183 天后，太空“出差”的 3 名航天员平

安回家。

打开舱门，面带微笑，开舱手苏黎明热情地

对他们说：“神舟十三号乘组，欢迎你们回家。”

欢迎回家，同样也是亿万国人想对他们说的

一句话。

突破之路

6个月前的 2021年 10月 16日凌晨，距离东风

着陆场不远的弱水河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

航天发射场内灯火通明。

0时 23分，乳白色的长征火箭点火起飞，熊熊

燃烧的尾焰点亮发射场上空夜幕。这是神舟飞

船的第 13次飞天之旅，也是一条屡屡打破中国航

天纪录的突破之路。

此时，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

天舟三号组合体正在太空静待家人的到来。

6次自主变轨、飞船俯仰调姿……太空中，神

舟十三号向着空间站组合体逐步靠近，直到组合

体的对接机构清晰地在飞船上方出现。

以黑色太空为舞台，以蔚蓝地球为背景，缓

慢平移的神舟飞船一点点向组合体靠近。

“对接锁锁紧完成。”

6 时 56 分，神舟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与此前已对

接的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构成四舱（船）

组合体。

这是我国载人飞船在太空实施的首次径向

交会对接，即通过天和核心舱下方对接口与空间

站进行交会对接。

2021 年 11 月 8 日 1 时 16 分，经过约 6.5 小时

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

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

王亚平由此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

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第一

步。

神 舟 七 号 任 务 时 迈 出 中

国人太空第一步的翟志刚，再

次出舱时更显轻松。这一次，

在他的带领下，航天员们还在

距离地球 400公里外的太空上

演了一段“群口相声”——

第 一 个 出 舱 后 ，翟 志 刚

说：“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紧接着，即将出舱的王亚

平说：“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

好！”

在 舱 内 配 合 支 持 两 名 出

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的叶

光富最后说：“我下次出舱，感

觉良好！”

航 天 员 们 的 声 音 传 至 地

面，引来地面工作人员阵阵笑

声。

2022 年 1 月 1 日，神舟十

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遥远的太

空 迎 来 了 新 年 的 第 一 缕 阳

光。为此，他们特意录下视频

共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送别 2021，喜迎 2022。这

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跨年，也

是中国人首次在自己建造的

空间站里欢度元旦。

1月 6日凌晨，空间站机械臂成功捕获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6时 12分开始，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解锁分离后，在机械臂拖动下以核

心舱节点舱球心为圆心进行平面转位；尔后，反

向操作，直至货运飞船与核心舱重新对接并完成

锁紧。

6 时 59 分，经过约 47 分钟的跨系统密切协

同，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取得圆满成

功。此次试验，初步检验了利用机械臂操作空间

站舱段转位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验证了空间站舱

段转位技术和机械臂大负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

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积累了经验。

这是我国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操作大型

在轨飞行器进行转位试验。

两天之后的 1月 8日 7时 55分，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密切协同下，在空间站

核心舱内采取手控遥操作方式，又圆满完成了天舟

二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

合体交会对接试验。

试验开始后，天舟二

号货运飞船从核心舱节点

舱前向端口分离，航天员

通过手控遥操作方式，控

制货运飞船撤离至预定停

泊点。短暂停泊后，转入

平移靠拢段，货运飞船与

空间站组合体精准完成前

向交会对接。

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

通过手控遥操作完成货运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的交

会对接。

贴春联、挂灯笼，喜庆

的 年 画 、红 红 的 中 国 结

……1 月 31 日，农历大年

除夕，中国空间站装扮得

年味十足，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专门向祖国和人民送

上祝福。

拿 着 对 联 的 翟 志 刚

说：“祝大家新春快乐，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身着

喜庆服装的王亚平祝全国小朋友们“生龙活虎、

茁壮成长”，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福虎生旺、繁

荣富强”。叶光富手持“福”字祝愿全国人民“新

春愉快、阖家幸福”。

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中国宫”里迎新春、过大

年。

4月 16日 0时 44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9时 56分，神舟十三号

载人飞船返回舱便在东风着陆场降落，创下了中

国航天员从太空返回地球的最快速度新纪录。

同时，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时间最长的载人

飞行，翟志刚和王亚平分别成为在轨时间最长的

中国男、女航天员，这个纪录将至少保持到 2023
年。

播种之路

像鱼儿游来游去、盘起腿“悬空打坐”、浮在

半空的水球……

2013 年，一堂特殊的“太空课堂”，几个奇妙

的实验，像一支画笔为高二学生王楠打开了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让她的人生从此开始与航天关

联。

时隔 8年，2021年 12月 9日，中国航天员在距

离地面 400 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再次进行太空授

课。与 8 年前一样，王楠认真观看了整场授课直

播。只是，当“上课铃”再次响起，她已经成长为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一名设计师。

当年种下的梦想种子，如今正在开花结果。

王楠说：“太空授课让我意识到，原来课本上

的物理知识真能与航天产生关联。只要我坚持

学下去，就有机会接近那片星辰大海。”

现在，王楠如愿以偿。1996 年出生的她，无

疑是中国航天事业中的“萌新”，也是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仅和她一起听过第一次太空

授课的人数就超过了 6000万人。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的“太空之家”，也是重

要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入驻中国空间站后的

半年间，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通过“天宫课堂”

等持续不断地为广大青少年播种科学梦想，点燃

青春梦想。

京港澳三地联动，天地间互动情牵。

2022年的第一天，神舟十三号乘组与来自北

京、香港和澳门三地的 500 多名青年学生进行了

一场关于“青春、梦想、奋斗”的天地对话。

15时 15分许，当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名

航天员出现在大屏幕时，备受期待的“元旦京港

澳天宫对话”正式开始。

“遇到困难挫折怎么办？”“太空授课感受怎

么样？”“在太空环境中如何保持‘感觉良好’的状

态？”“遇到突发情况时如何面对？”……来自清华

大学、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生踊

跃举手提问。

在一一回答提问后，航天员乘组还向全国青

少年送出了来自“天宫”的新年寄语：只要敢于有

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

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

属于你的浩瀚星空。

火箭、飞船、空间站，以及神奇的太空生活

……这一天，中国空间站还举办了一场以“青春与

星空对话”为主题的特殊画展，20余幅中西部地区

青少年创作的太空主题绘画作品亮相“天宫”。

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一群从未近距离接触航

天的孩子们，他们把对浩瀚太空的无限遐想和美

妙憧憬在画纸上呈现出来。

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他们是

祖国的未来，也是中国航天的未来。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仰望

星空。只要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热爱科学、追寻

梦想、探索未知的种子，那么，这颗梦的种子一定

会生根发芽，绽放出更多更加绚烂的花朵。

未来之路

2022 年 3 月 27 日 15 时 59 分，完成空间站组

合体阶段全部既定任务后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

天舟二号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发射

的首艘货运飞船。自 2021 年 5 月 29 日发射升空

以来，天舟二号在轨飞行总天数超过 300天。

来时，为空间站运送了 6.8 吨的物资补给。

别时，带走了大部分太空生活废弃物。

3天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受控再入大气层，

少量残骸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

送别天舟二号之后，神舟十三号的归程也进

入了倒计时，航天员乘组开始进行飞船返回的各

项准备。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飞船返回舱与天和核

心舱分离，9个多小时后安全降落在东风着陆场，

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人生有聚终有散，所幸有散又有聚。

就在神舟十三号飞船返回的 5 天前，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执行天舟四号货运

飞船发射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五运载火箭已完成

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

场，将与先期运抵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

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天舟二号返回，也是为了‘让贤’天舟四号，

合理运用货运飞船对接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副总指挥李志辉说。

天和核心舱配置有 5 个对接口，其中后向对

接口、前向对接口可用于对接货运飞船。天舟二

号返回后腾出一个对接口，同在轨飞行近 200 天

的天舟三号一起，静待天舟四号。

事实上，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静待的，远远

不止天舟四号一个。

中国空间站工程即将进入建造阶段。这也

意味着，我国将在今年年内发射问天和梦天 2 个

空间站实验舱、神舟十四号和神舟十五号 2 艘载

人飞船、天舟四号和天舟五号 2艘货运飞船，同时

还将首次实现 6名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轨。

“届时，一个由 3个舱段、2艘载人飞船和 1艘

货运飞船构成的，总质量近 100吨，乘载了 6名航

天员，还装载了空间生命和生物科学、材料科学

等大量先进实验装置的中国空间站，将呈现在世

人面前。”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设计师周建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首

场“委员通道”上这样表示。

这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时刻，一个属于

中国航天的未来之路徐徐铺开。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遨 游 九 天 今 凯 旋
——写在神舟十三号返回地球之日

□ 新华社记者 李国利 杨晓敏

4 要闻 要闻部主办 组版：李刚 责编：梁瑜 任霞晖 校对：白颖凯 电子信箱：llrbywb@163.com

2022年4月17日 星期日

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396元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左至右）安全顺利出

舱（拼版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酒泉 4月 16日电 （记者 米思源） 4
月 16日 9时 56分，神舟十三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

着陆场成功着陆。从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分离到

返回地面，全程仅用 9个多小时，中国载人飞船首

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飞船系统总体设计

师、神舟十三号回收试验队技术负责人彭华康介

绍，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后，不仅航天员回程提速，

整体舒适度也进一步提高。

快速返回模式，主要依靠减少飞船在轨绕地

飞行圈数来实现。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后，需绕

地飞行数圈后，择机进入大气层，返回地球。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的是 11圈返回模

式，绕地飞行一圈约需 1.5小时。”彭华康介绍，神

舟十三号任务在保持主要项目不减少的基础上，

对返回过程中的部分飞行事件进行压缩和合理裁

剪，将以前需要在绕地飞行 11圈内完成的飞行事

件压缩到 5圈完成。

返回时间的缩短，对着陆场系统快速反应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研究员、

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卞韩城介绍

说：“针对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采用 5 圈快速返

回模式，东风着陆场反复推演不同情况下的搜救

力量行动方案，做到正常情况有方案、异常情况

有预案、极端情况有对策。”

据了解，我国今后的载人飞行任务，采用快速

返回模式将成为常态。

中国载人飞船首次采用快速返回模式“回家”

（上接1版）该市严密网格管控，认真落实网格化

巡查和定点责任看护制度，每个网格由专职护林

员看护，责任明确到山头、地头和人头，实行地毯

式排查，责任到人、消除隐患，确保早发现，早处

置。特别是紧盯国营林场 14个林中村、2个林缘

村、60处坟墓聚集区，在主要路口设卡布防，全程

跟踪、定点看护，做到全覆盖、全时段严防死守，确

保森林防火期间“零火情”。

严格应急值守，强化物资保障。严格执行 24
小时在岗值班、“有火必报”“扑报同步”“热点核查”

“零报告”制度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值班人员要

全面掌握本地区森林火险和火情动态，坚决杜绝脱

岗缺岗、迟到瞒报。森林防火期，每天至少 1名班

子成员带班值守，重点时段白天至少两人值班，确

保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加大森

林防火物资储备，今年孝义市林业局购置 30余万

元的防火物资，包括 100套防火阻燃服、100双防火

阻燃鞋、水壶 100个、毛巾 100条、强光手电 130个、

防火手套 150副、铁锹 600把、割灌机 2台、背负式

灭火机 6台、森林新型组合工具 10套、森林消防水

包 5套、防火望远镜 15个、手投灭火弹 130箱、油锯

5把、80型灭火弹 50枚、对讲机 30个等，确保各乡

镇（街道）特别是山区乡镇备足、备齐各项扑火机

具、物资，能够随时应对较大森林火灾。

新华社酒泉 4月 16 日电 （记者 黄一宸）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16 日平安返回地

面。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航

天员系统了解到，针对神舟十三号航天员长期

在轨驻留，这次搜救回收任务有三大新变化。

一是航天员出舱方式新。与以往不同的

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每出舱一名便被送入医

监医保载体，尽可能缩短航天员出舱后在野外

环境暴露的时间。

“航天员长期在轨飞行，身体会发生骨质流失、

肌肉萎缩、免疫力下降等变化，给返回后的医学监督

和医学保障任务带来极大挑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研究员、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斌说。

二是医监医保模式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研究员、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

卞韩城介绍，东风着陆场新研发了航天员专用

座椅、航天员医监医保车、航天员医监医保帐

篷，形成首选医监医保车、备选充气帐篷、保底

使用医监医保直升机的航天员医监医保保障新

模式，为航天员度过着陆初期地面重力再适应

这一关键时段提供更舒适的环境，为航天员后

续身体恢复打好基础。

神舟十三号搜救回收任务首次启用第二代

医监医保车，车内设施配备齐全，装有温度控制

系统等。航天员乘升降梯进入车内，不再由搜

救人员抬送。

三是返回时节应对新。这是东风着陆场第

二次执行搜救回收任务，也是我国航天员首次

在春季返回。针对额济纳旗春季多风沙气候特

点，着陆场系统事先开展搜救战法推演，准备大

风和沙尘环境救援保护措施。

卞韩城介绍，这次任务，东风着陆场组建了

1支直升机分队、1支固定翼飞机分队、1支地面

分队共 3支专业搜救力量，组建了 1支着陆场外

围封控分队、1 支机动搜救分队、1 支搜救预备

队，协同完成搜救任务。此外，着陆区周边旗、

县政府还组织了数十个民兵分队，为专业搜救

力量提供支援。

4月 16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 新华社发

神舟十三号返回 搜救回收任务呈现三大新变化
孝义市多措并举打好森林防火孝义市多措并举打好森林防火““组合拳组合拳””确保森林资源安全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