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五四寄語航天青年自立自強再立新功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五四

青年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月2日給中國
航天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回信，
向航天戰線全體青年致以節日的祝賀，並
向他們提出殷切期望。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讀了來信，我想

起了9年前在你們那裏同青年科研人員交流
的情景。9年來，從天宮、北斗、嫦娥到天
和、天問、羲和，中國航天不斷創造新的
歷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樑、擔重任，
展現了新時代中國青年奮發進取的精神風
貌。

習近平強調，建設航天強國要靠一代

代人接續奮鬥。希望廣大航天青年弘揚
「兩彈一星」 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勇於
創新突破，在逐夢太空的征途上發出青春
的奪目光彩，為我國航天科技實現高水平
自立自強再立新功。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曾到中國航天
科技集團公司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參加

「實現中國夢、青春勇擔當」 主題團日活
動，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在中國共
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
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給習近平總
書記寫信，代表該集團8萬青年匯報9年來
勇挑重擔推動航天科技發展的情況，表達
了為建設航天強國攜手奮鬥的堅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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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總體設計部型號副總
設計師黃震，是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獲得
者。他突破了神舟飛船與空間實驗室繞飛、手控
交會對接等技術瓶頸，使自主設計的全新構型多
用途飛船返回艙性能提升55%，首創無控自由飛
行策略並取得成功；實施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
高速再入飛行試驗，首次從8000公里高度返回地
球；組織完成了載人月面着陸器定點落月、月面
極端環境生存等關鍵技術攻關。

突破瓶頸 載人飛船從跟跑到並跑
2010年，黃震來到航天五院，成為中國載人

航天團隊中的一員。2013年，黃震與一群平均年
齡只有30歲的青年組成項目團隊，踏上研製中國
新一代載人飛船的征程，目的就是要做到國際領
先。2016年多用途飛船縮比返回艙成功返回，完
美獲取了4%的高精度氣動數據。2020年新一代載
人飛船試驗船成功發射，落點精度達到10.8環，飛
行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我們用七年時間實現了
我國新一代載人飛船技術由跟跑到並跑的飛
躍」 ，黃震說。

中國空間站將在今年完成建造，新一代載人
飛船技術也獲得突破，中國已具備開展載人登月
的條件，這是黃震的新 「戰場」 ，他開始了研製
月面着陸器的新征程。 「航天，是一個讓人很振
奮的行業，最大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會帶給你一
種強烈的探索欲，一種追求」 。

大公報記者 劉凝哲

2006年，在導師的帶領下，被譽為 「北斗
女神」 徐穎開始參與北斗二號衛星系統的研究工
作。3年後，她博士畢業，進入中科院工作。2015
年，32歲的徐穎成為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
究院研究員，同時也是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

徐穎現在正領導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中科
院）一支科研團隊研發北斗衛星系統的地面導航
增強技術。 「北斗」 是中國自主建設的衛星導航
定位系統，是國之重器，現正處在建設和應用推
廣的階段，由5顆靜止軌道衛星，和30顆非靜止軌
道衛星組成。它是全球四大衛星導航系統之一，
其他還包括美國的GPS系統，俄羅斯的GLONASS
系統和歐盟的伽利略系統。

公開演講 聲名鵲起
在中科院 「SELF格致論道」 講壇的一次公開

演講，讓徐穎聲名鵲起。當時，北斗二號系統已
完成，14顆導航衛星網絡建立，並開始為亞太地
區提供定位、定時、速度測量和通信等服務。為
幫助公眾了解北斗系統及其研發過程，徐穎在她
的講座中做了很多有趣的類比。她在演講中，回
憶起第一次北斗衛星發射時的緊張時刻，現場工
作人員化險為夷，在衛星升空前4分鐘解決突然出
現的設備故障；她講述第九顆北斗衛星如何在雷
雨夜發射升天，成功避免了與雷電相撞；她還向
觀眾列舉導航系統追蹤野生動物，控制森林火災
和海上搜救等應用技術。有科普作家表示 「她是
一位罕見的在科研和科普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
年輕科學家。」 新華社、人民日報

39歲的周雷，在水稻遺傳育種領域已耕耘了
18年。身為湖北省農業科學院糧食作物研究所水
稻雜種優勢利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的他，帶領
團隊培育16個優質高產水稻新品種，在國際上首
次成功克隆、並解析分子機理的水稻生殖生長期
耐冷基因CTB4，攻克籼稻花藥培養力低下的技術
瓶頸……為中國糧裝 「中國芯」 。

周雷介紹，倒春寒、寒露風等低溫災害逐年
增加，導致中國每年糧食損失高達數億噸。歷經
10多年攻關，2017年，他和團隊在國際上首次成
功克隆、並解析分子機理的水稻生殖生長期耐冷
基因CTB4a，對水稻耐冷品種選育、改良低溫等
不利條件下水稻品種高產穩產性等，具有重要意
義。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彰顯了
中國在水稻耐冷基因克隆領域的領先地位。

「種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水
稻良種是水稻產業的 『芯片』 。」 湖北省農科院
院長、水稻首席專家游艾青說，作為農科院國家
重點領域創新團隊──水稻分子及細胞工程育種
創新團隊的執行首席，周雷甘坐冷板櫈、勇做挖
井人，一次次啃下育種技術與方法等基礎研究
「硬骨頭」 。

目前，周雷所在團隊已選育出16個優質水稻
新品種，在湖北累計推廣5000多萬畝，增產糧食
超過30多億斤。超市常見的 「國寶橋米」 「瓦倉
米」 「蝦鄉稻」 等，都是他們育成的品種種植的
米。 極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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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潘時龍從清華大
學博士畢業，到加拿大渥太華
大學做博士後，正式與微波光
子學結緣。回國後，他選擇進
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任教，現
為電子信息工程學院常務副院
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潘時
龍團隊的科研成果中，有一項
離我們的生活非常近。近幾年
備受關注的汽車自動駕駛技術
中，需要相機、激光雷達等光
學成像裝置充當 「眼睛」 ，然
而光學傳感器容易受大霧、下
雨、霧霾等惡劣天氣的影響；

微波雷達可以在惡劣天氣使
用，但傳統微波雷達的精度很
差，無法勝任 「眼睛」 的職
能。潘時龍團隊的寬帶微波光
子成像雷達，成功地突破了微
波成像難題，在國際上首次通
過實驗論證了微波頻段的小目
標實時高精度視頻成像。

將微波與光結合，潘時龍
團隊的另一項顛覆性成果是中
國首台超高精度光矢量分析
儀。潘時龍介紹，超高精度光
矢量分析儀就像 「火眼金
睛」 ，從家用光纖路由器到航

天飛船等大量應用的光學器件
領域都需要用到它。它可以對
光器件的兩個最關鍵指標──
幅度響應和相位響應進行精確
測量，從而在研發和應用中掌
握其性能。對於他從事的微波
光子學研究，潘時龍用簡單的
幾句概括和兩個實際應用給出
了最易於普通人理解的解釋：
通過微波與光學兩門學科的交
叉融合，突破這兩個領域的瓶
頸難題，這樣的突破在實際應
用中將為我們的生活帶來顛覆
性的改變。 江蘇省科協

「90後」 女孩初雯雯現任
新疆阿勒泰地區自然保護協會
會長，被稱為 「野生河狸生命
守護者」 。在她和團隊的努力
下，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蒙
新河狸種群數量已達600隻，
較三年前增長19.8%。

兩歲起，初雯雯被從事野
生動物研究工作的父親抱着參
加野外工作，在美麗的阿爾泰
山度過了整個童年。大學畢業
後，她追隨父親的腳步，回到
家鄉成為一名自然保護工作
者。

2019年，初雯雯發起為河
狸種植灌木柳的公益項目 「河
狸食堂」 ，讓超過100萬名網
友知道了中國也有河狸。他們
捐出零食錢，為河狸寶寶們種
下了40多萬棵灌木柳苗。

為了吸納當地牧民參與到
自然保護工作中來，初雯雯團
隊沿着700多公里的烏倫古河
流域走訪每一家牧民，一路宣
講自然保護工作的意義，並發
起 「河狸守護者」 公益項目。
如今，190戶牧民已全部通過
野外工作技能培訓，上崗成為

自然保護公益巡護員。2021
年，初雯雯團隊在網友們和當
地政府的支持下發起 「河狸方
舟」 公益項目，在新疆富蘊縣
開建我國首個專業的河狸救助
中心。 「很幸運，能生活在這
樣一個國家大力支持自然保
護、青年人可以施展志向的偉
大時代。我相信，這一份和諧
就是這個世界該有的、最好的
樣子。」 在昆明舉辦的聯合國
生物多樣性大會上，初雯雯作
為中國青年代表發言時說。

新華社

微波成像 自動駕駛天眼 初雯雯潘時龍 建超級食堂 守護新疆河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