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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血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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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松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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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鲜明政治品格

“两弹一星”中，第一颗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都
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发射的。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又名东风航天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
济纳旗境内，组建于1958年10月20日，是我国创建
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导弹、卫星发射中心，测试及
发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低轨道的各种试验卫星、
应用卫星、载人飞船和火箭导弹的主要基地，并负有
残骸回收、航天员应急救生等任务；自成立以来，先后
执行100多次航天发射任务，成功将12艘飞船、两个
空间实验室、12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东风航天城是建于西北大漠戈壁滩上的一座
“人造城市”。

对于流经西北大漠的弱水河，《山海经》里有这
样的描述：“水弱不能载舟，鸿毛不浮。”谁曾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矗立于弱水河畔的东风航天
城不仅能载“舟”，而且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航天能
力的重要窗口。

漫步航天城，随处都能感受到航天人的才情与
睿智、精神与追求——

航天城中心，有一座白色火箭状的抽象雕塑，
寓意中国航天的成就。这里的街巷、宾馆取名也都
极具航天城特色，有太空路、宇宙路、航天路、胡杨

路、黑河路、红柳路等，大型宾馆分别取名“神舟”
“东风”“航天”等。

距离航天城中心广场5公里的地方，坐落着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陵园里盛开着无名小花，苍
翠的松柏林立四周。每一座墓碑上都有一颗五角
星，经过多年风吹日晒，有的已经褪色，但墓碑主
人的精神与生命华彩不会褪色。

3万平方米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里，长眠着自
1958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建以来，为中国航天
事业献身的13位将军和685名官兵和科技人员，
如发射中心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为抢救设备献
身火海的王来、为搜索弹头倒在戈壁的李再林、身
患癌症依然惦记着任务的胡文全等等。

开国元勋聂荣臻元帅的部分骨灰也安葬在这
里。他生前倾注了大量心血、亲自指挥创建了这
座航天城。他的墓周围满是大漠戈壁特有的胡
杨。

从元帅到士兵，航天英雄们在这里，没有职务
大小的区别。这些英灵静静守候在这里，继续注
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正是这些烈士用生命
铸就了中国的航天梦想，他们的墓碑如一列列纵
队，守护着航天城的这片土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两弹一
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两弹一星”精神是一个“干
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群体，在自
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
星发射中铸就的精神航标：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精神是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心怀国之大者
50年代中期，面对核讹诈、核威胁、核垄断

的严峻形势，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毛泽东
果断决定：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
导弹，“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响应国家号召，20世纪50—60年代，一大
批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海外中国科学家，心怀

“国之大者”，义无反顾、纷纷回国。据统计，在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20位
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

“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
兵力。”要回国的他被关进监狱、抄家。回到祖国
的钱学森兴奋不已，“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
家有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作为一名中
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两弹一星”事业是神秘的，需要用无私的
精神支撑、奉献的精神坚守、严酷的纪律维护。

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便毅

然回国主持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前往核基地
前，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家里的事我
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做
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
它死了也值得。”妻子问他“去哪”“做什么”“去
多久”？他连续回答了三个“不能说”。1964年
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率领研
究人员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终因核放射性
影响身患癌症，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
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他临终前说：“不要让
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我“死而无憾”。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原
子弹的研制工作陷入困境，钱三强临危受命，推
荐和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发愤图强，使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如期爆炸。此后，他又参与并领导了
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他说，我们在国
内奋斗，到国外求学，总想把他国强盛的经验拿
到手，并不是只图个人待遇如何。

1956年到前苏联学习、1960年在世界上
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的王淦昌，
1960年便回到祖国，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
任务时他说“我愿以身报国”，之后放弃了本有
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方向。“我认
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
效国家的时候”。

誓言“我们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
子”的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在飞机爆炸的刹那
间，和警卫员紧紧地搂在一起保护了核资料，自

己却永远消失在熊熊烈火中；程开甲说“一辈子
跟着党，个人一切交给党”；周光召说“我们随时
听从祖国的召唤。”

“两弹一星”的奋斗者，用忠诚、智慧、青春、
热血、生命诠释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深刻
内涵。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上九天揽月
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主研制的

导弹；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
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中
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原子弹并成功实
施核爆炸、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两弹
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
威慑和核垄断，奠定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
人何以能在技术空白、物质匮乏、环境恶劣的条
件下，仅用10余年时间自主完成“两弹一星”？

基于研制尖端武器中外援作用有限的正
确认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起步就明确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面对
苏联撤回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停止一切援
助；面对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号召：“自己动
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
原子弹！”一大批科学家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赤诚与激情，在“春风不度”“烈日如伞光如
盖”的戈壁滩上，冒高温、顶
沙尘、住土屋、挤帐篷、喝咸
苦水，奋战两年多建起了导

弹试验基地；核弹爆轰试验之前的理论数据，原
子弹的设计轮廓、精密零件的形状和体积是靠
手摇计算机、算盘计算出来的；溶解炸药的实验
中所用的工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盆
盆罐罐；为了尽快得到重要核装料——铀，铀
矿勘查地质队普遍开展土法炼铀，人工碎石、用
布袋过滤沉淀物，在短时间内生产出了160多
吨重铀酸铵，为我国首次核试验赢得了时间；北
京第六研究所靠拼命硬干建成了二氧化铀简
法生产厂，1962年底，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
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第一颗原子弹的
研制进程……孙家栋说，“那个年代，能把第一
颗卫星送上天，每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
的，真感觉到扬眉吐气”；“中国人民有志气、有
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
进水平。”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用国
产液体燃料成功发射一枚苏制导弹；第83天，
我国自己制造了第一枚导弹；1966年10月下
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
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
新路子，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
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大力协作、勇于登攀：集中力量办大事
关于核武器研制如何组织，毛泽东说，“大

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周恩来总理反复强调，
我们发展尖端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要发
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地解决我国经
济科技基础薄弱与发展尖端科技需求的矛

盾。钱三强认为，“国家要强盛起来，离不开科
学技术，新中国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
现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突破，使我国跻身
于五个核大国之列，主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钱学森看来，“我们
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
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规模空前、技术空前、
综合性空前的重大科技系统工程，关涉部门之
多前所未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研制核武
器，国家共组织了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中国科
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
方。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
市、自治区，包括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的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集智攻关、攻坚
克难。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
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
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
源”方案等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集
中、集中、集集中；日新、日新、日日新。”

新时代新时代，，““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事业在中国双流并事业在中国双流并
进进：：从科技层面讲从科技层面讲，，““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精神自觉演进精神自觉演进，，

““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东风精神东风精神””业已成为科技强国业已成为科技强国
的动力的动力；；从精神层面讲从精神层面讲，，““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精神已凝结精神已凝结
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成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助推着中华民族助推着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作者系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两弹一星”最初指原子弹、氢弹、人造卫
星。“两弹”中的原子弹和氢弹后来合称核弹，另
一弹指早期研发的导弹。后来“两弹一星”指导
弹、核弹、人造卫星。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
废待兴，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
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作出了独立自主研
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1962年 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
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在中央专委强有
力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协同攻关，大大加速
了“两弹一星”研制进程。

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整，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了！两个小时后，周恩来陪同毛
泽东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宣布了这一喜讯，人
们欢呼雀跃。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
送消息，《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号外。中国政
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
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
防御。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
先使用核武器。

【新闻背景】

“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塑像

1960年，中国成
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自
主研制的导弹。

1964 年，中国
研制的第一颗原子
弹爆炸成功。

1967 年，中
国研制的第一颗
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中国成
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
星——东方红一号。

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

1964年，中
国研制的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成功
后，《人民日报》
刊发的号外。

【基层声音】

这才是值得我们追的“星”！
□本报记者 孙静华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
可贵民族精神。身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要用老一
辈科学家的精神和故事，时刻激励自己。这种精神更
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怀、让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极好教材，我要把这种精神传递到孩
子们心中，让他们知道，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才是值
得我们追的‘星’！”呼和浩特市东风路小学教师赵丹
说。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
主任萨茹拉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我要始终在自己
的岗位上坚守自己责任，用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
责任与担当。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以‘两弹一星’元
勋为榜样，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
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紧
联系在一起，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崇高使命，以报
效祖国为神圣职责。”

【画外音】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