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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5

日前，一部记述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从决策到实

施全部发展历程的长篇报

告文学《中国飞天路》，由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

《中国飞天路》是中国

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之

一，由内蒙古籍军旅作家

兰宁远历时 5 年时间创作

完成。

兰宁远长期工作在航

天战线并跟踪载人航天工

程的研制，亲历了从神舟

一号到神舟十一号的全部

研制过程，积累了大量鲜

活生动的素材。《中国飞天

路》是他继《飞天梦》《飞天

纪》《挺进太空》之后，创作

的又一部航天题材的长篇

报告文学。《中国飞天路》

共计 30 万字，通过生动翔

实的史实、鲜为人知的故

事、真实可敬的人物，围绕

着载人航天工程历史性的

突破和重大跨越，客观真

实地再现了一段波澜壮阔

的研制和发展历程，全面

再现了中国航天人在迈向

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

走出的“自主创新，重点跨

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的飞天之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

任副总指挥沈荣骏、刘纪

原为该书作序，评价此书

是“一部文字生动、富有情

趣，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

性相统一，体现着厚重文

化力量的好作品。”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

平对书稿进行了审读。

在《中国飞天路》就要

付梓的时候，兰宁远的记

忆回到了1998年。那一年，

他加入了中国航天的大军，

与载人航天工程这项光荣

和梦想交织的事业一路同

行。那一年，他开始走进托

举“神舟”的发射场，走进千

年梦圆的着陆场，走近隐姓

埋名的科学家，走近坚毅勇

敢的航天员……

“不过，当初接触这一

切，更多的是因为工作的

原因或者是为完成某项任

务，并没有想过要为这项

工程书写一部长篇报告文

学。”兰宁远说，他真正萌

生这个念头是在 7 年前的

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为

纪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

施 20 周年，兰宁远在一部

大型电视纪录片中担任了

总撰稿。在长达3年的拍摄

过程中，兰宁远随摄制组

来到了工程的指挥者、创

业者和实践者们的身边，

请他们说说工程决策的前

前后后，讲讲工程研制的

幕后故事。

“尽管电视片中可能

只出现他们一个镜头，只

有几十秒的同期声，但无

论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

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每个

人都要讲上很久很久，似

乎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讲

不尽的故事。”兰宁远说，

“他们饱含深情的回忆、噙

着热泪的讲述、充满自豪的

笑声，让我一次次心生感

动。无论是专家院士，还是

部长将军，或者是普通的技

术人员，面对这项跨世纪工

程，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一个

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个人的

理想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

选择和国家的需要、个人的

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

辉煌的事业、崇高的

精神、可敬的人物，不断地

感染、打动着兰宁远，一个

想法在脑海里日渐清晰，

他要用文学的形式还原那

些感天动地的事件和可歌

可泣的人物，用文字的力

量去记录历史、感动读者。

酝酿、采访、写作、修改，兰

宁远再次走近了这项壮丽

的事业。几年时间过去了，

曾经的愿望终于梦想成

真。

创作一部长篇报告文

学，也就是用文字去书写一

段历史，不是一件容易做好

的事情。在兰宁远的写作过

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难题和困扰，所幸的是，

他得到了很多真诚的帮助

和支持，作品由青涩单薄逐

渐变得成熟厚重。

“我也希望通过这本

书，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

少年朋友打开一扇通向太

空的窗户，随着这条中国

的飞天之路，对航天事业

产生更多的感知和理解。”

兰宁远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疫情以来，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在乌拉

山镇城区设立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子辰酒店是定

点对区外人员进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之一，由乌

拉特前旗公安局、机关事

务局、卫健委、疾控中心、

医院等部门的12名工作人

员组成的防控组在这里做

起了临时“服务员”。

别具“疫”义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3 月 14 日，是乌拉特前旗

疾控中心郑森的 57 岁生

日。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郑森就一直奋战在

抗击疫情的工作岗位上，

吃住都在酒店，忙起来的

时候三餐并作一餐是常有

的事儿。生日当天，对郑森

而言一切和以往别无二

致，他依然在忙于酒店的

消毒工作。此时，同事们正

在悄悄地为他策划着生日

会。

鉴于特殊时期，同事

们只是准备了一个蛋糕，

插上蜡烛，唱起生日歌。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场

度过自己的生日，让我永

生难忘，虽然简单，但却很

温馨，很感动，愿我们的付

出能让疫情早日过去，愿

人民都健康平安。”这是郑

森的心声，更是子辰酒店

所有“服务员”的心声。

细致入微的后勤保障

“小张，电视怎么打不

开？”“小张，我的手机怎么

连不上 WIFI？”“小张，门

口有我点的外卖帮我拿一

下”……小张全名张石禹，

是旗机关事务局的工作人

员。从 2 月 3 日接到命令，

他就随同机关事务局王永

林局长和同事李永兵一起

投身到了子辰酒店隔离医

学观察点，主要负责被隔

离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后勤

保障和协调工作。

子辰酒店被用作隔离

的房间有 98 间，最高峰的

时候入住了149人。张石禹

不敢说自己对每个人了如

指掌，但是对他们的基本

情况都熟记于心。每天的

一日三餐，都是张石禹和

同事去送，哪个人只吃米

饭不吃馒头、哪个人饭量

大需要多给一份主食，他

都记得清清楚楚。

留学生南某从日本回

来，情绪波动比较大。张石

禹第一时间添加了南某的

微信，只要一有空闲就找

他聊天并开导不要有心理

压力。几天下来，南某明显

开朗了很多，也会时不时

的和张石禹开开玩笑。因

为生活习惯原因，前些天

南某托家人陆续送来不少

生活用品，从床单到被套，

甚至送来了一个电磁炉。但

考虑到安全问题，均被张石

禹给“退货”，南某表示理

解，还给他开起了玩笑。

隔离点的守夜人

3 月 22 日，是旗公安

局民警在子辰酒店执行安

保任务的第 49 天，期间未

发生一起隔离人员安全事

故。“值守任务终于结束了，

松了一口气……”收拾行囊

准备返回公安局的刘利军

和侯永平等几位住宿值守

队员说，时刻绷紧的安全

弦此刻终于放松了下来。

“只有我冲在前，尽我

最大的力量值守，家里的

妻儿、父母才会安全，我也

才会安心！”刘利军说。在

一天 24 小时的卡点执勤

中，他没有因为57岁的“高

龄”向领导喊苦喊累，没有

因为患有糖尿病而放下手

里的工作。

“疫”线玫瑰的力量

“昨晚睡得好吗？今天

体温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感觉不舒服？”3 月 20 日，

来自蒙中医院北环社区的

张慧琴开始了一天忙碌的

工作，她挨个房间询问医

学观察人员的情况。

疫情发生后，得知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人手紧

缺，张慧琴毫不犹豫报了

名，成为疫情防控前线一

员。那一刻，她的举动得到

了家人的支持：“放心吧，孩

子我们替你照顾好。”带着

父母的嘱咐与对孩子的不

舍，这位 70 后女医生踏上

了抗疫路。一个多月来，她

身兼数职，除了保障医学观

察人员的基本生活，为他

们提供暖心服务，更重要

的是当好心理疏导员。

每天繁忙的工作，张

慧琴都顾不上片刻休息，

一天下来浑身湿透，就像

洗过澡一样。“其实这跟在

社区上班没什么区别，在这

里也就每天上班的时间长

一点。”张慧琴一笑而过。每

天进入房间测量体温2次，

上报监测信息 3 次……整

整一个多月，张慧琴一直

坚持着。

集中隔离期间，一些

人员不是很理解，有的情

绪很大，有的不愿意配合。

张慧琴一直给隔离人员进

行心理疏导。她说，隔离人

不隔离爱，我们的心理疏

导工作足以驱散疫情带给

他们心中的不安和阴霾。

“小孩由于长时间没

看到我，每天都会问妈妈

怎么还不回来。”张慧琴

说，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

陪家人，只能每天通过手

机和孩子短暂视频。

让张慧琴欣慰的是，

一批批解除隔离的人开心

地收拾行李回家，听到他

们一句句真挚的话语。每

当此时，泪水不由得湿润

了她的眼眶。

兰宁远：5年“筑”就《中国飞天路》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

隔离酒店的部分隔离酒店的部分““服务员服务员””

在隔离酒店当“服务员”的日子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忠义 摄影/丁敏捷

兰
宁
远
与
斯
琴
高
娃
参
加
活
动

兰
宁
远
新
作

兰
宁
远
新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