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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他是我国嫦娥系列月

球探测器研制团队的“大

专家”，是无数年轻人心中

的“主心骨”。从资源二号

到嫦娥一号，从圆梦月球

到逐梦火星，有他在，“发

射不紧张、队员吃得香”。

为中国航天事业尤其是空

间事业兢兢业业奉献50余

年，一生矢志“为人民服务、

做人民的科学家”。他，就是

此次被授予“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

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七旬探月“追梦人”

2019年1月3日，中国

人自主研制的嫦娥四号探

测器稳稳降落在月球背面

的冯·卡门撞击坑，中国代

表全人类首次揭开了古老

月背的神秘面纱。

在嫦娥四号成功落月

的当天，一张照片在网上

火了。

嫦娥四号成功落月的

那一刻，74 岁的叶培建静

静走到嫦娥四号探测器项

目执行总监张熇的身后，

对她表示祝贺和鼓励。

而作为与叶培建共事

多年、亦师亦友的张熇，此

刻再也无法掩饰住内心的

激动，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两代“嫦娥人”的手紧紧握

在了一起。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

么多，以后要走的路还很

长！”叶培建深有感触地说。

诚然，从嫦娥一号艰

难立项，到嫦娥四号究竟

去哪儿，叶培建的探月之

路，走得并不容易。

嫦娥一号时，研制经

费有限，叶培建和同事们

一起，把一块钱掰成三块

花，精打细算地铺就出中

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器的

“奔月”之路。

嫦娥四号时，鉴于嫦

娥三号成功落月，有人认为

我们应该见好就收，为了稳

妥起见，还应该把探测器落

在月球正面，叶培建则极力

主张到月球背面去。

“无论是技术的进步

还是人类探月事业的发

展，都需要我们做一些‘冒

险的事情’，真正去开拓、

去创新，开辟新的天地。”

叶培建说。

思想有多远，才能走

多远。就这样，中国的“奔

月之梦”在叶培建和同事

们的不懈努力下，完成了

举世瞩目的圆梦之旅，书

写了人类探月史上崭新的

一页。

用“航天梦”托举“中

国梦”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

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

曾有人质疑，为何要

花如此大的代价和精力去

探索月球和火星以及更深

远的宇宙？

对此，叶培建总是抱

有自己的态度：“人类在地

球、太阳系都是很渺小的，

不走出去，我们注定难以为

继。月球是全人类的，但谁

开发谁利用，我们今天不

去，以后可能想去都难。”

过去，国家在一穷二

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是

几年一颗卫星。现如今一

年几十颗卫星，让中国人

有了更多仰望星空的能

力。实践证明，只有创新才

能让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

快、更好。

“过去我总说‘要做个

可怕的人’，就是要让困难

怕你。”叶培建认为，航天

是一项“差一点点就成功、

差一点点就失败”的事业，

面对困难就要迎难而上、

越挫越勇。当前，我们的国

家面临更严峻的形势、更

复杂的变化，我们要发展，

就必须要靠创新，必须要

技术上更强大。

中国探月工程的论证

报告提出，到 2020 年前完

成探月工程“绕、落、回”三

步走计划。叶培建告诉记

者，明年，我们计划中的嫦

娥五号将完成采样返回。

紧接着，对火星的探测也

将拉开帷幕。

“火星探测是我国真

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行星探

测，我们的第一次火星任

务将会把三件事情一次做

成：首先将探测器发射到火

星，对火星进行全球观测；

其次降落在火星；同时火星

车要开出来，在火星上巡视

勘测。这将是全世界首次在

一次火星探测任务中完成

上述三个目标，在工程实现

上是很大的创新，中国现在

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的事

情。”叶培建说。

“一个伟大的中国，一

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

然方方面面都要强，要用

‘ 航 天 梦 ’来 托 举‘ 中 国

梦’。”叶培建说，未来，随着

月球采样返回、火星探测、

建设空间站等任务的完成，

我们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

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继续做“人民的科学

家”

“亲爱的叶培建爷爷：

得知您被授予‘人民科学

家’国家荣誉称号，我们杭

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全体

‘小海燕’要向您致上少先

队员最崇高的敬意：敬礼！

祝贺您，叶爷爷！”

被授予“人民科学家”

国家荣誉称号后，叶培建

收到一封杭州小学生写给

他的信。

在不少大学校园的讲

台上，在很多小学校园的

课堂里，人们总能见到这

位年过七旬的叶院士。

“我的这份成绩是人

民给的，我是人民的科学

家，也必然发自内心地感

谢人民。”叶培建总是告诫

自己，永远做人民的一分

子，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虽然今年已经74岁了，

叶培建仍称自己“身体还可

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只是千千万万个

中国航天人的代表之一，

只有把今后的事情做好，

把队伍带好，才能够对得

起 这 个 称 号 ，无 愧 于 人

民。”叶培建说。

1.阿拉善盟农牧民反

映，个别贫困家庭因家人

患有重大疾病，经济负担

很重，希望加大救助力度。

为减轻贫困家庭重大

疾病经济负担，阿拉善盟将

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大病专

项救治病种增至 25 种，将

耐多药结核病、脑卒中、慢

性阻塞性肺气肿和艾滋病

机会感染 4 个病种纳入农

村牧区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定点医院将严格

按照自治区制定的诊疗管

理方案和临床路径，进一步

细化诊疗措施，制定个性化

的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优

化诊疗流程、缩短等候时

间，为农村牧区贫困家庭大

病患者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阿拉善盟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市民反映，坝口子村民常

年买菜难，周边市场散、

小、乱、脏。

回民区、攸攸板镇两

级党委、政府以及坝口子

村为解决周边村民买菜难

问题，搞活坝口子村集体

经济，积极打造 10 分钟便

民市场服务圈 ，建成万惠

坝口子便民市场，近日已

投入使用。该便民市场总

面积 3000 平方米，经营范

围主要有水果蔬菜、肉食、

副食、调味品、粮油、日化

等，解决了老百姓基本生

活需求，极大改善附近居

民的日常生活购物环境，

填补了二环路以北区域没

有标准化便民市场的空

白。同时，市场吸纳了部分

马路上摆摊设点的商贩，

整合了周边零散集市，为

无业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回民区政府将一体推

进市场管理、食品安全和

卫生保障工作。

（呼和浩特市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重庆市铜梁区邱少

云烈士纪念馆前的悼念广

场上，一尊手持钢枪、神情

坚毅的年轻战士塑像引人

注目，他就是家喻户晓的

邱少云烈士。

1926 年，邱少云出生

在铜梁县关溅乡玉屏村邱

家沟（今少云镇少云村）一

个贫苦家庭，1949 年参加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

队中，邱少云作战勇敢。一

次剿匪战斗中，他带病参

战，一举毙伤匪徒10余名。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

朝战争爆发。5 个月后，在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的战歌激励下，邱少云

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

朝作战。部队开赴前线途

中，邱少云曾冒着美军飞机

的扫射轰炸，从燃烧的居民

房屋里救出1名朝鲜儿童。

1952 年 10 月，邱少云

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

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

高地作战任务。为缩短进攻

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

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

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

伏，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2 日 12 时左右，美军

盲目发射燃烧弹，一发落在

了邱少云的潜伏点附近，草

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

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

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

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

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

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

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

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

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

坚持 30 多分钟，直至壮烈

牺牲，年仅26岁。

邱少云牺牲后，反击部

队在其伟大献身精神鼓舞

下，当晚胜利攻占了391高

地，全歼美军1个加强连。邱

少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了入党申请书中“为了世

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

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

钢铁誓言。为表彰邱少云烈

士，上级党委追认他为中共

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

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

总部给邱少云追记特等功，

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

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

章、一级国旗勋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在邱少云牺牲的朝鲜 391

高地，筑立起一座高高的石

壁，上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

目的红漆大字：“为整体、为

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

士邱少云同志永垂不朽！”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

有关方面还在他的家乡铜

梁区凤山之巅建设了邱少

云烈士纪念馆，全馆共陈

列国家二、三级文物37件，

烈士遗物20余件。近年来，

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40余

万人次，已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

要阵地。（据新华社报道）

叶培建：走进星际探索的大航天时代
文/新华社记者 胡 喆

邱少云：烈火中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