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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十六航天员10月31日回家
有望拍首张空间站全貌“工作照”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副主任林西强昨天介绍，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
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任务后，瞄准10月31日返
回东风着陆场。

神舟十六号飞行任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
用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目前，在轨工作进展
顺利，在航天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下，空间应用项目正
按计划稳步推进，共开展了70项航天医学、生命生态、生物技
术、材料科学、流体物理、流体力学、航天技术等空间实（试）验
和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究，获取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还有一些
实验样品将随神舟十六号飞船下行，部分项目已取得阶段性
应用成果，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综合效益正在逐步
显现。任务期间，他们还圆满完成了一次航天员出舱活动、一
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多次载荷出舱、配合完成天舟五号货
运飞船分离撤离等工作。

“特别要说的是，受限于微重力环境和空间站容积，物资
管理这一在地面看似平常的工作成为日益凸显的新难题。”林
西强说，为此，神舟十六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针对性地制
定了在轨物资管理减容增效方案，在指令长景海鹏的带领下，
累计转移物资约850次，反馈物资整理信息135条，全面完成
空间站在轨物资盘点和整理工作，使空间站物资存放状态、信
息管理等焕然一新，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物资管理树立了标杆。

林西强表示，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前，还将视光照条件由
航天员手持高清相机通过飞船绕飞拍摄空间站组合体，将有
望在轨首次获取以地球为背景的空间站组合体全貌图像，这
将是第一张反映空间站全构型的“工作照”。

我国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副主任林西强昨天表示，我国未来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
和空间站扩展舱段。

“根据计划安排，我们未来将发射与空间站共轨飞行的巡
天空间望远镜，开展广域巡天观测。”林西强说。

林西强介绍，后续，我国还将适时发射扩展舱段，将空间
站基本构型由“T”字型升级为“十”字型，计划中的扩展舱段
将上行多个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机柜和舱外实验装置，扩大
应用规模，满足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新需求，同时也将升级航
天员在轨防护锻炼、饮食、卫生等设施设备，提高航天员在轨
工作、生活和健康保障水平。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方案阶段研制工作。”林西强说。
据新华社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
选拔工作年底前完成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计划今年底前完成，来
自港澳地区的候选对象有望入选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介绍，
我国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于2022年全面启动，按照初
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组织实施，计划选拔12至14名预备
航天员，包括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并
首次在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

林西强介绍，2023年3月，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完成
了初选阶段选拔工作，共有100多名候选对象进入复选阶
段。8月，完成了复选阶段选拔工作，共有20余名候选对象
进入最后定选阶段。其中，进入定选阶段的航天驾驶员候选
对象覆盖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
专家候选对象主要来自有关工业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

“特别是有来自香港、澳门的数名候选对象进入到载荷专家
选拔的最后环节，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选拔工作。”林西强说。

林西强表示，如果通过定选，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载荷专家
可于明年初进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载人月球车研制
重大团队入围

前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了公开征集载人月
球车研制方案的公告，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经过形式审查，
共有11份方案进入专家评审环节。

10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组织专家对11份
方案从方案先进性、工程可行性、研制基础等方面进行了认真
审查评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牵头联合中国一汽、北方车
辆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惠州亿纬锂能团队，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五院牵头联合广汽集团、香港理工大学团队，提交的方案
具有明显优势，获得工程支持，进入方案详细设计阶段。清华
大学团队（联合航天三江集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队（联合
中央美术学院、成都国星宇航、北京履坦科技），重庆大学团队
［联合阿维塔科技（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宇杰汽车］，追
觅创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上海龙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徐工集团、上汽集
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提交的方案各具特色，在部分单项技
术上具有优势，工程将采用后补助方式支持以上6个团队跟
随开展方案深化研究，主要聚焦载人月球车创新设计及单项
优势技术开展深化。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他们今日随神舟飞天逐梦苍穹

1989年出生的航天员唐胜杰，即将成为目前为止进入中国空间站的最年
轻一员。从一名农村娃成长为空军飞行员，如今将飞向太空，34岁的他经过了
怎样的历练与转变？

他曾开过6种战斗机
2018年，未满30岁的唐胜杰参加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我是六七

月收到航天员选拔通知。当时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因为概率太小了。”
今年34岁的唐胜杰，1989年 12月出生在甘肃定西的一个农村家庭。

2003年10月15日，中国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实现
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杨利伟第一次代表中国人奔向太空，是当时还是初
中生的唐胜杰对航天员的初印象。

从小对军人的崇拜和对军旅生活的向往，让唐胜杰在高中毕业那年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报考军校。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发射升空。唐胜杰回忆
说，当时是他刚入伍空军航空大学的第一年，学校组织他们在操场看直播，他
觉得特别震撼。

2012年，唐胜杰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到飞行
部队之后，我更注重培养自己的飞行能力跟作战能力，飞过6个机型，后来就参
加第三批航天员选拔。”

2020年9月，经过层层选拔，唐胜杰从众多报名参选的飞行员中脱颖而
出，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的一员。随着身份的转变，多方面的压力也随之
而来。

不到两年学习了上百门课
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开展了8大类、两百余项的训练。从

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从耐力到专业知识的提升，这些都是成为航天员的必经之
路。其中，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让唐胜杰印象深刻。

“在空间站的任务当中，一些应急的突发状况，需要人长时间去处理，所以
对人的精神、毅力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进入到这个任务当中，到一直完成
这个任务，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信心有更高的认识。”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唐胜杰完成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学习了上百门
课。经过严格选拔，唐胜杰与汤洪波、江新林一起入选神舟十七号乘组。

唐胜杰格外清晰地记得接到命令的那一天。“6月 27日宣布的命令，
是我们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结束返京后的第二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阶段
的转换。”

有点迫不及待去执行任务
唐胜杰说，从那一天开始，他要面对将执行的飞天任务，主要任务是空间

站平台的维护、维修，以及重点产出一些科学成果和做一些科学实验。这些工
作的背后，都是航天员们异于常人的高负荷“备战”。

“印象比较深的体能训练是攀岩，每次整个小臂都特别累，一点力气都没
有。因为出舱任务中有些位置的可达性不是特别好，所以要靠小臂的力量去
够那个位置，对力量的要求、出舱能力、操作技能要求比较高。”

通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工作，唐胜杰对于完成即将到来的飞行任务充满信
心。他说，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执行这个任务。

“希望在这次飞行当中能够做出一些科学实验成果，为我国的载人航天事
业和科学发展做出一些贡献。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在太空中以不一样的视角去
观察我们美丽的星球，观察宇宙的奇观，记录下难忘的回忆和经历。”

在25日上午的记者见面会上，唐胜杰表示，他的家乡甘肃自古以来就有
“敦煌飞天”的传说，飞行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和追求，“此刻，我感到无比的
激动、幸运、幸福。”

综合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极目新闻

唐胜杰同志简历
唐胜杰，男，汉族，籍贯甘肃

定西，学士学位。1989年12月
出生，2008年9月入伍，2013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年9
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
级航天员，空军中校军衔。经全
面系统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
考核，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
力，入选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
务乘组。

航天员唐胜杰：

曾开过6种战斗机
中国最年轻飞天航天员

神舟十七号飞行乘组中的另一位“新人”，是1988年出生的江新林。在入
选第三批航天员之前，他曾经开过坦克、驾驶过战机。江新林说，非常期待去
太空感受失重的乐趣。

“大蒜之乡”飞出航天员
杞县，这个位于河南省东部、素有“中原粮仓”美称的农业大县，因大蒜种

植面积和总产量均位居全国县域第一，而被誉为“中国大蒜之乡”。
从县城驱车20余公里，便到了圉镇镇乔庙村江庄。这里是江新林的老家。

“小学、初中不出村，高中不出镇。”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江新林这次竟然要
飞上天，消息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街坊四邻聚在一起谈论着此事。

“我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好几年没见他回来了。”刚从地头转了一圈的江孝改
告诉记者，他家离江新林家很近，按辈分算是江新林的堂伯。江孝改说，江新林
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乔庙村读的，高中在圉镇镇上，离家只有五六公里远。高考
他考到了北京，再后来成了一名飞行员，而这一次则要飞得更远更高。

江孝改介绍，江新林的父母性格随和，母亲常年在外给子女看孩子，父亲
在家闲不住还种着不少田地。江新林兄弟姐妹四个，其中出了三名大学生，江
新林年纪最小，在江庄这个人口不到千人的小村子里，江新林家是少有的“大
学生之家”。

从不炫耀奖状的低调优等生
江新林家几间砖瓦房已显老旧，大门一侧悬挂的“光荣之家”牌子格外显

眼。江妈妈说话爽快，她说自己一年里多半时间都在外地给子女看孩子，平时
难得回来，秋忙时才回了老家。

除了聊手里的要紧活儿，江妈妈更爱说说自己的几个孩子。她说自己没
上过一天学，不过四个儿女的名字有三个都是她起的。按辈分算，江新林这一
辈应该是“友”字辈，但他们两口子偏爱“林”字，所以每个孩子的名字里都有

“林”字。之所以给小儿子取名新林，是因为小儿子是过年后出生的，“新年要
有新气象。”

江爸爸也告诉记者，孩子们学习都很自觉，两口子很少为孩子们的学习操
心。“他们想学就学，忙的时候都要到地里帮着干活。”江新林15岁考上高中，
18岁考上大学，从上小学开始就没有留过级，在学校里算是年纪较小的学生。

江妈妈介绍，江新林从小学习成绩就不错，而且很低调，经常考试得第一
却很少见到奖状，“得了奖状不是放到学校里就是夹在书本里藏起来，从不对
外炫耀，也不让贴出来。”

妈妈盼着18口人合拍全家福
聊天聊得起劲，骑车路过的乡亲们也停了下来，向江妈妈道一声祝贺，也

顺便听听她教育子女的经验。
“家里孩子多，我们从来没送过他们上学，也没接过他们放学。”江妈妈回

忆，新林快高考的时候，学习十分紧张，她曾劝儿子想玩的时候就玩一玩，结果
儿子一脸认真地反问：“你还是不是我亲妈？马上都要高考了，还让我玩？我
要超过我大姐。”

事实证明，江新林确实实现了他的目标，赶超了大姐，大姐18岁考上了武
汉的一所大学，江新林18岁时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院校。

江爸爸说，他们夫妻从小就教育孩子要会干活。“几分地的红薯，新林一会
儿就给拉完了。”江妈妈介绍，虽然江新林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从没对其格外
娇宠。即使后来上了大学、当了飞行员，放假回家，也要下地帮着干活。

江妈妈表示，新林在北京工作，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回家了，上一次全家团
聚还是在新林结婚时，“那时候拍全家福，是14口人，现在已经是18口人了，他
们每一家都有两个孩子，都是一儿一女。”江妈妈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聚
齐，全家18口人拍一张全家福。 据极目新闻

航天员江新林：

姐弟4人出了3个大学生
从小得了奖状总是藏起来

江新林同志简历
江新林，男，汉族，籍贯河南

杞县，学士学位。1988年2月出
生，2006年9月入伍，2010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年9月
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
航天员，空军中校军衔。经全面
系统训练，科学合理、公平公正考
核，成绩优秀，具备执行任务能
力，入选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
务乘组。

自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至今已两年有余。从空间站任
务的首次载人飞行到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汤洪波成
为首个重返“天宫”的航天员，同时也创下了我国航天员执行两次任务间隔时
间最短的新纪录。

小村庄“飞”出英雄航天员
位于湘潭市西部的云湖桥镇飞栏村，是汤洪波的家乡。
1975年出生的汤洪波，从小听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长大，心里早早种下

一个英雄梦。汤洪波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小他3岁的弟弟。从5岁开
始，汤洪波便跟着父母一起做家务、下田割草。在年过七旬的父亲汤海秋印象
中，大儿子洪波从小就热爱劳动，性格温和，心思细腻。

18岁那年，汤洪波向父亲吐露了自己的理想：想招飞入伍。父母对他的这
一决定非常支持。最终，经过考试和体测，他如愿考上了航校。家里为此还买
了一大捆鞭炮，在院子里燃放庆祝。

经过8年严格的飞行训练，汤洪波凭借出色的成绩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
长。2010年5月，经过层层选拔，汤洪波成为我国第二批预备航天员。航空与
航天，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对于汤洪波来说，完成这个转变却是一个艰苦而
难忘的过程。进入航天员大队后，他一直坚持各种训练，为飞行做准备。这一
等就是11年。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
二运载火箭，在东风航天城发射升空。从6月17日进驻天和核心舱，到9月17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
明、汤洪波在空间站度过了3个月时光。

二次飞天：从新人成长成指令长
在被问及首次参加载人航天飞行是否感到压力时，汤洪波曾表示，“有压

力更有信心，因为我是第一次执行任务，压力难免会有，神秘的太空充满着许
多未知，空间站任务也充满着风险和挑战。”

两年多过去，北京时间2023年10月19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七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神箭”将再启新征程，奔赴浩瀚宇宙。

这一次，汤洪波的身份不再是“新人”，他将担任指令长。
10月24日晚上，在自家鱼塘旁的一处简易窝棚里，父亲汤海秋正津津有

味地看着电视剧，夜间他经常一个人守在这里。对于洪波即将执行的二次飞
天任务，汤海秋显得不那么紧张。“有我们国家强大的科技力量作保障，没什么
可担心的，相信他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汤海秋笑着说。

家人：期待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阳光开朗的汤洪波，热衷于从太空视角拍摄美丽的地球家园，这些照片也

时常能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极高的关注，网友们纷纷被这样的画面所震撼。
结束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后，汤洪波曾坦露在太空中拍摄绝美“大片”的

初心，“航天员身在太空，祖国是家。我们把这些照片分享给祖国的人民看一
看，让大家了解航天、关注航天。”

汤洪波的弟弟汤勇洪介绍，大哥自从当上飞行员后，能够回家的机会很
少。成为航天员后，他平时都忙于训练，但基本上每周会给家里打来一次电
话，问候父母。几年前，大哥还让他在老家的院子里安装了两个摄像头。现
在，父母家人在院子里干活，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作为家人，他们也时常在电视机前关注汤洪波在空间站内的生活。“这一
次神舟十七号发射，村里估计还会组织观看直播。”弟弟汤勇洪表示，他预祝大
哥这次飞行任务一切顺利，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年逾古稀的汤海秋也有一个愿望，他说，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去东风航天
城，亲眼看一次飞船发射。 据极目新闻

汤洪波同志简历
汤洪波，男，汉族，籍贯湖南

湘潭，硕士学位。1975年10月
出生，1995年9月入伍，1997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年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现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
级航天员，陆军大校军衔。2021
年6月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
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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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航天功
勋奖章”。经全面系统训练，科学
合理、公平公正考核，成绩优秀，
具备执行任务能力，入选神舟十
七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
令长。

“英雄航天员”汤洪波：

重返“天宫”第一人
从新人成长为指令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