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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玉

9

月

24

日， 在举世瞩目的神舟七

号载人航天飞船即将升空的前一天，

记者驱车来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陈善广的

家乡采访。

清晨

7

点从衡阳市出发，沐着和煦

的秋风， 车子在宽阔的道路上奔驰，

2

个小时后， 到达了祁东县步云桥镇宴

尤村。 这里是典型的南方丘陵地区的

农村风貌， 坡度不高的小山下是一栋

栋傍山而建的民居。 陈善广的老家是

一栋

3

间二层的土砖瓦房，显得并不起

眼。听说记者要来采访，乡亲们早早聚

集到了陈善广的家门口， 陈善广的大

哥、二哥也从外地赶了回来。

陈善广的父亲陈安湘是我党土

改时期在当地发展的最早的

4

名党员

之一， 此后一直担任基层干部到退

休，现已过世。 陈善广共有

4

兄弟，在

家里排行最小。陈善广的二哥陈善群

说，善广懂事很早，年少时就天赋很

高，记忆力惊人，超出周围同龄人很

多，但他从不以此骄傲自满，而是特

别勤奋努力， 尤其独立思考能力强，

喜欢钻研问题，遇事总要问几个为什

么，把来龙去脉搞清楚后才罢休。

陈善群面带笑容而又自豪地说，

善广

6

岁半就开始读书， 这在当地的

农村算 “发蒙” 较早的。 农村的路

难走 ， 读一年级时每逢下雪下雨 ，

还是他背着陈善广到学校去的。 当

时小学要读

6

年， 陈善广只读

5

年就

以优异成绩毕业了。 后到祖山湾公

社中学读初中， 再到蒋家桥区中学

读高中。

陈善广的大哥陈善平说，

1977

年

刚恢复高考时，陈善广高中只读了一

年多就偷偷报名参加了高考，竟然上

了大专录取线。 老师认为他很有潜

力，读个大专太可惜，他就放弃了。第

二年，他在全县理科数千名考生中以

最高分考取武汉大学计算数学专业。

陈善广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

农村的普通学校， 教学设施简陋，师

资条件很一般，是他的聪明好学和勤

奋努力，让他从偏远的家乡农村走了

出来，挑起了祖国发展宇航事业的重

担。

黄三寿是陈善广的小学同班同

学。 他说，陈善广多才多艺，歌唱得

好，拉得一手好二胡，笛子也吹得好，

当年是学校和村里文艺宣传队的骨

干。 平时他十分文静，在课堂里听课

很认真，看书时很入神，外面再吵再

闹他都能坐下来读书。

担任了

20

多年村支部书记的陈

敦永打开了记忆的话闸：“善广是一

个读书特别勤奋的孩子，上世纪

70

年

代的农村， 干部白天要出集体工，晚

上再到各个院子里走一走，我经常在

半夜里发现他在煤油灯下看书做作

业。 ”

曾担任过蒋家桥区区委书记的

匡伟林与陈善广的父亲一起共事多

年， 陈善广在蒋家桥区中学读高中

时， 匡伟林在蒋家桥公社担任宣传

委员， 陈善广的父亲陈安湘是公社

的公安特派员， 两人的住房挨在一

起。 匡伟林说， 陈善广平时都在学

校， 周末因学校不开餐， 便到父亲

这里来。 陈善广说话很少， 碰到人

时只点头笑一笑。 他早晨会定时起

来锻炼， 偶尔会拉一下二胡或吹吹

笛子。 他经常一个人在房子里看书。

夏天很热， 蚊子特别多， 他看书时

就穿着长衣长裤， 再端来一盆冷水，

将双脚放在水里。 冬天很冷时， 又

没火烤， 他就靠跺跺脚来增加热量。

匡伟林说， 陈善广勤奋好学的精神，

连他这个上世纪

40

年代初出生吃了

很多苦的人都感到敬佩。

省委党校教务处副处级干部邓

粮钢与陈善广是高中同班同学， 关

系十分友好。 他说， 陈善广独立思

考能力很强， 老师在课堂里提出的

问题， 他常常能发表一些别出心裁

的意见 ， 对大家有很大的启发性 。

1978

年， 陈善广和教他的数学老师

同时参加高考， 陈善广的数学考了

90

多分， 比教他的数学老师还多了

12

分。 邓粮钢说， 陈善广是一个全

面发展的人， 学习上从不偏科， 门

门成绩都在班上排第一， 他的高考

成绩总分比教他的数学老师多了

30

多分。 陈善广又是位特别热心公益

事业和有奉献精神的人， 班上搞劳

动和卫生值日， 他都能做得很出色。

陈善广不到

20

岁就大学毕业， 此后

一直战斗在祖国的航天事业领域 ，

默默无闻地拼搏着， 成为我国宇航

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之一。

勤奋铺就成才路

———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 总设计师陈善广求学读书二三事

� � � �

北太平洋某海域。

远望五号测量船放下减摇鳍 ，

船体两侧伸展出两对 “大翅膀”。 所

有人员各就各位， 所有设备都对准

了飞船来临的方向……

北京时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１

时

１０

分， 神

舟七号飞船飞天。

火箭在上升， 风驰电掣般朝着

太平洋方向飞来。

最紧张的要数远望五号测量船

雷达主操作手蒋宗元。 首次在神舟

七号发射任务中担当主操作手的他，

身穿蓝色工作服， 全神贯注地端坐

在主控台前。

突然， 屏幕上闪现一个亮点，蒋

宗元迅速查看设备数据，排除镜面反

射干扰因素， 准确判断这就是目标。

他双手稳健地操控着方位，将亮点拉

入示波器中心位置牢牢锁住。

神七， 我们牵住你了！

２１

分钟后， 远望五号测量船成

功将北京飞控中心传来的 “太阳能

帆板展开” 指令注入飞船。 这是远

望五号测量船向飞船发出的第一个

极其关键的指令。

接到指令后的飞船缓缓打开帆

板。 转瞬， 来自飞船的各类反馈数

据源源不断地传向北京。

北京飞控中心根据远望五号测

量船的数据做出判断： 太阳能帆板

展开正常！

这意味着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获

得了飞行动力能源， 开始了它在太

空的探索之旅。

随后， 远望五号测量船及时将

飞船的有关数据传至北京飞控中心。

之后， 完成飞船海上第一棒跟踪测

控任务的远望五号测量船， 又急速

奔赴下一个测量点。

２１

时

３８

分。 远望二号船。

测控机房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

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主操作手韩恩典。

年仅

２９

岁的他， 已是第

６

次在测控任

务中担任这个重要角色了。

突然 ， 远望二号测量船

ＵＳＢ

雷

达主控台前面的小荧光屏出现了亮

点， 韩恩典迅速锁定了它。

“长江二号发现目标！” “长江

二号双捕完成！” 刹那间， 船上的测

控通信设备与飞船建立了桥梁。

“长江二号跟踪正常， 遥外测信

号正常！”

７

分钟后， 圆满完成第

１

圈跟踪

测控任务的远望二号测量船， 急速

赶赴下一个测控点。

（据新华社北京

９

月

２５

日电）

远望船大洋接力测神七

� � � �

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在海上航行

(

资料照片

)

。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酒泉

９

月

２５

日电 随着

神舟七号成功入轨， 先后将

７

艘飞船

送入太空的长征二号

Ｆ

型火箭完成

“接力”，把“接力棒”交给了它的改进

型火箭。

这是目前技术状态的长征二号

Ｆ

型火箭的最后一次发射。 天幕上久

久不曾褪去的白色轨迹与金色光芒，

成为这种专为载人航天打造的火箭

浓墨重彩的收笔。

当飞船展开太阳能电池帆板 、

如蝴蝶般振翅飞翔时， 托举它飞升

的火箭已然陨落， 在稠密的大气层

中灼烧并迅速消逝。 当它再次出现

在人们面前时， 只剩下燃烧后的残

骸。

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成就一项

宏伟的事业， 这正是火箭最独特的

气质。

在中国人飞向太空的漫漫征途

中 ， 长征二号

Ｆ

型火箭同样承载着

起步的重任。 从神一到神六， 在长

征二号

Ｆ

型火箭的托举下 ， 中国载

人航天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

破。 随着神七飞船的顺利升空， 它

又为工程第二步的开篇之作———中

国人首次出舱活动开启了一次优美

的旅程。

从载人航天工程的下一次发射

起，将要从长征二号

Ｆ

型火箭手中接

过“接力棒”的，是长征家族的又一名

新成员。 火箭的乘客不再是载人飞

船，而是无人目标飞行器。 火箭的外

形结构、状态参数和运载能力，也将

随之进行较大的改进。

火箭每次上天之前，黄春平总要

抚摸箭体良久。 这位载人航天工程

火箭系统的前任总指挥，于

２００５

年将

“帅印”交给了他的继任者刘宇。

正如火箭即将进行的更替，载人

航天人才团队也悄然完成了新老交

替。

在参加神七任务的队伍中，飞船

系统平均年龄

３３

岁，火箭系统平均年

龄也在

４０

岁以下。

这是中国航天的未来，因为年轻

一代航天人明白， 无论走了多远，长

征才刚刚开始。

长征二号Ｆ型火箭完成“接力”

� � � �

图为陈善广在接受记者采访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