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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说自己是春的女儿。”1990年春
天 出 生 的 王 浩 泽 说 ， 她 母 亲 的 名 字 里 也 带
有“春”字。王浩泽说，母亲是自己心中的偶
像。“妈妈一边干农活，一边自学考上大学，靠
自己的努力改写了命运。”母亲的言传身教，让
王浩泽从小就知道，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努
力，才能争取到理想成绩。

正是靠着这股“要比别人多努力些”的劲
儿，她考入东南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读研
期间，王浩泽跟随导师研究等离子体爆震。面对
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压力非常大。“如果你不感
兴趣就不认真做，也许以后遇到感兴趣的事，也
没有认真做事的习惯了。”导师的话让她醍醐
灌顶。

研究生毕业，这个从河北滦平走出来的女孩
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从事火箭发动机预研工
作。在这里，王浩泽报名并通过了我国第三批预
备航天员选拔，成为我国首个女航天飞行工程
师。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唯一的女性，王浩泽同
其他航天员一起，开始在训练中挑战生理心理的
双重极限。

出舱程序训练中，航天员需要穿上100多公
斤重的舱外航天服，模拟出舱过闸段动作。由于
服装内加了 0.4 个大气压，王浩泽举手投足比较
费力，加上在头盔内头部活动受限，视野也变得
狭窄，只能借助腕部反光镜来扩大视野。

“将一个软管束的接头插入腰际直径仅约1厘
米的两个插孔，手只能勉强够上目标，但视线够
不着，戴着厚厚的手套，手也没有触感，试了几
次后，胳膊就没力气了。”王浩泽说。

不服输的她主动找教员一遍遍加练，反复揣
摩手抓握扶手的位置、反光镜的方位和身体姿态
的扭转角度。慢慢地，她找到了巧劲儿，动作能
一气呵成。

48 小时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王浩泽这样记
录：晴天炎热，下雨寒冷，既感受到了沙漠温差
几十摄氏度的残酷，又领略到躺在伞布上看着漫
天星汉灿烂的浪漫柔情。

72小时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王浩泽这
样描述：在一个门窗紧闭的房子里，时间长得让
人如坐针毡，脑袋却如放弃治疗一般逐渐低
垂，只能靠胳膊苦苦支撑……

结束海上训练后，王浩泽这样写道：直升机
掀起的风浪直扑过来，即使背过身去也能感觉到
呼啸的海风拍打着后脑勺，耳朵根被浪花“一刀
刀割着”。

2023年，王浩泽被选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
任务乘组。这个秋天，“春的女儿”将迎来又一
次收获。

王浩泽：
我国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

“龙马”奔腾踏九霄
——记神舟十九号航天员

10月29日10时，执行神舟十九号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神采奕奕地在问天阁首次公开亮相：指令长蔡旭哲是属龙的“70后”航天员，时隔22个月再度
飞天的他刷新了我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纪录；两个属马的航天员都是首次飞天的“90后”，分别为我国首位“90后”男航天员宋令东、首位女航天飞行
工程师王浩泽。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14次载人飞行。自2003年杨利伟圆梦太空至今，从“60后”到“90后”，共有24位飞天英雄亮相问天阁。

又是一年金秋季，“龙马”奔腾踏九霄。10月30日凌晨4时27分，新的“龙马组合”从这里腾空而起，飞赴天宇。

时间过得真快，蔡旭哲又要重返太空了。不
同的是，他这次是神舟十九号乘组指令长。

“ 首 次 天 外 归 来 ， 我 给 自 己 做 了 两 个 归
零，心理归零和身体归零。不管哪一次飞，都当
成首次飞。”蔡旭哲说。

22 个月，他完成了从隔离恢复到正常训
练、再到备战神十九的全过程，成为目前我国执
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短的航天员。

2022 年 6 月 5 日 ， 神 舟 十 四 号 航 天 员 陈
冬、刘洋、蔡旭哲飞赴太空。巧合的是，陈
冬、刘洋的属相也是马。细数那半年，蔡旭哲亲
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多个“首次”。

随着问天舱、梦天舱先后与核心舱相连，中
国人的“太空家园”升级为容积约 110 立方米
的“三居室”。他第一个将睡眠区搬进了问天
舱，担负起值守任务。

工作之余，他喜欢透过舷窗眺望地球，特别
是当空间站飞过家乡河北深州上空的时候。“北
京、天津、河北，在渤海湾的衬托下是那样的美
丽、那样的熟悉和那样的亲切。”在一段“从太空
家园拍摄地球家园”的录像中，蔡旭哲深情旁白。

2022 年 11 月 3 日 ，他 见 证 了 中 国 空 间
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完成。不久后，中国空间站
全面建成，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太空家园”。

2022 年 11 月 17 日 ， 随 着 核 心 舱 与 问 天
舱、梦天舱舱间连接装置安装完成，我国在三舱
舱外搭起一座“天桥”。那一天，蔡旭哲第一个
通过这座“天桥”，首次实现跨舱段舱外行走。

别离之际，神十四号、神十五号两个乘组进
行工作交接，6 名航天员在确认书上分别签下自
己的名字，从“太空会师”的那一刻起，中国空
间站开启了长期有人驻留模式。次日，蔡旭哲在
日记中写道：“2022年12月3日，小麦最后一次
浇水。合影，舍不得离开。”

又一次出征在即，又一次相逢在即。这一
次，蔡旭哲将带领两名“90 后”飞赴苍穹。他
说：“我们虽然有年龄、性别上的差异，但我们
都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为国出征、为国争光。”

神舟十九号任务中将会安排多次出舱任
务 。备 战 训 练 时 ，他 对 乘 组 提 出 了“ 四 个 不
能”，即：学习不能放过一丝疑问，训练不能有一
丝懈怠，操作不能有一丝疏忽，遇到困难不能有
一丝退缩。

今年是龙年，右臂佩戴着的神舟十九号飞行
任务标识也有“中国龙”的纹样，属龙的他
说：“龙和马这两个属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有
着很好的寓意。相信我们在天上能够圆满展
示‘龙马精神’，安全、顺利、稳妥完成各项既
定任务。”

“直到打光最后一颗子弹走出丛林，敌人才
发现，击退他们多次进攻的，竟然只有一个
人。他孤独又骄傲地守在那里，身后是火红的晚
霞满天。”这个从书中读到的故事，让宋令东终
生难忘。他说，他就梦想成为这样的守望者，去
守一片国土，护一方平安。

1990年8月，宋令东出生在山东曹县一个农
村家庭。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天不亮就下地
给棉花苗掐尖，以期长出更好的棉花。“就算是
种庄稼，父亲也要做最好的庄稼汉。”宋令东说。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母亲在他一岁半时，骑
着三轮车到县城整日走街串巷卖凉皮。只有在除
夕那天，一家人才难得团圆。“肩负着生活的重
担，他们却从不在我面前抱怨。”宋令东说，父
母带给他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和乐观。

21 年前，13 岁的他观看神舟五号成功发
射，飞天梦想的种子就此萌发。高中毕业前
夕，宋令东报名参加空军招飞，选择了离太空更
近的天空。录取通知书送达家中那天，母亲激动
得放声大哭，父亲却把录取通知书锁进柜子，生
怕它会长翅膀飞走。

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刚上大学时教员说
的 一 句 话 ， 让 宋 令 东 热 血 沸 腾 。 他 暗 自 发
誓：“我，就要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这个目
标，也成为他奋进路上的强劲动力。

毕业后，他成为空军航空兵某旅首位“90
后”三代机飞行员，经常驾驶新型战机翱翔祖国
蓝天，圆满执行多项重大任务，被评为空军一级
飞行员。

“每次结束任务返航的时候，我会看看飞到
哪儿了，看看自己所守护的这片空域。”宋令东
说，特别是在霞光万道中着陆，像极了故事中的
那一幕，不过主角换成了自己。后来，他把自己
的网名叫为“守望者”，10多年来从未换过。

2020 年 9 月，他正式加入我国第三批预备
航天员队伍。入队时，宋令东的成绩很突出。然
而，一次重要任务选拔他却榜上无名。

欲“问天”，先问己。宋令东决意要改变自
己。不管是训练工作，还是生活中，他都刻意让
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稳下来、静下来。为了磨炼
心性，他还特意学习钓鱼。操作上，宋令东不再
追求速度，而是稳中求进，各项训练成绩也稳步
提升。2023年，经全面考评，他成功入选神舟十
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能够为国出征，我深感荣幸。我将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棒，展示好‘90
后’形象，将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飞天在
即，宋令东满怀信心地说。

宋令东：
我国首个飞天的“90后”男航天员

蔡旭哲：
最短时间重返“太空家园”的航天员

新华社发

10月30日，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蔡旭哲（右）、宋令东（中）、王浩泽在出征仪式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