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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宸 郭明芝

2023年5月29日11时，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问天阁，万众瞩目的神舟十六号
航天员乘组正式亮相：指令长景海鹏、航
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载荷专家桂海潮。

追梦星辰大海，英雄为国出征。这
是个具有“全”“新”“多”特点的乘组：

首次包含“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
程师、载荷专家”3种航天员类型；第三批
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航
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的首次太空飞
行；景海鹏成为我国首位四度飞天的航
天员，也将是我国迄今为止飞天次数最
多的航天员。

5 月 30 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后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开启。

景海鹏：四度飞天第一人

从首次太空的2天20小时27分钟飞
行，到神舟九号的13天宇宙遨游；从太空
33天的中期驻留，到这次即将开始的约5
个月驻留“天宫”，景海鹏成为四度飞天
的中国航天第一人。

“为什么还要飞？”记者问。
景海鹏说：“作为一名航天员，执行

飞天任务、出征太空是我的主责主业，就
是我的工作。”

1998年1月5日，景海鹏和13名战友
一起，成为我国首批航天员。

2008年，景海鹏和翟志刚、刘伯明乘
神舟七号飞天。他们密切配合，完成了
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天外归来后，景海鹏归零成绩、归零
心态，又全力投入到神舟九号任务备战
训练中。

神舟九号任务要进行我国首次手控
交会对接，每名航天员都要熟练掌握。训
练之余，景海鹏经常为自己“加码”。

2012 年 6 月，景海鹏作为任务指令
长，与战友刘旺、刘洋驾乘神舟九号载人
飞船成功进入太空，圆满完成了我国首
次载人交会对接任务。

2016 年 10 月，景海鹏第三次执行
飞天任务。这一次，他带着年轻的航天
员陈冬一起在轨飞行 33 天，首次实现
了中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

在太空的那段日子里，他积极参与
系统设计、产品研制、技术攻关，出色完
成了近百项空间科学试验任务，先后提
出上百条改进意见。

7年一瞬。
此间，景海鹏的岗位有过几次变

动，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航天
员的初心使命。

600 个俯卧撑、600 个仰卧起坐、上
千次跳绳成为他每天的标配，飞行手册、
操作指南加起来有70多本，成千上万条
指令都已烂熟于心……景海鹏的身体素
质和飞行技能依旧优秀。

2022年6月，景海鹏入选神舟十六号
飞行乘组。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指令长。

这一次，面对2名比自己小20岁、毫
无飞行经验及太空环境体验的队友组成
的“跨代乘组”，景海鹏深感责任重大。
每次训练，他拿到操作指南后，都要求乘
组独立完成整个操作流程后再进行总结
和讲解。他还带领乘组对空间科学试
验、航天员出舱活动、空间站维护维修、
长期飞行健康防护，特别是应急与故障
处置都进行了精心、精细、精准准备。

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景海鹏和2名
年轻队友非常默契。他说：“我们有决
心、有信心、有能力坚决完成任务，用我
们的双手把所有科学家的心血汗水、智
慧和梦想变成现实。”

朱杨柱：中国首个航天飞行工程师

5月29日，成熟稳重的朱杨柱首次公
开亮相。

身为空气动力学专业博士后、曾任
大学教员、作为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
师执行载人飞行任务——对他来说，这
绝不仅仅是幸运，更不是偶然，而是执着
追梦十余载的成果。

打小，朱杨柱心中就有一个蓝天梦。
他的母校——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中学是
飞行员选拔基地之一，学校里配置了一
些飞行训练器材。他在学习之余，就热
衷练习飞行器材。种种原因，他没能成
为飞行员，但高考填报志愿时坚决填报
国防科技大学飞行器系统与工程专业。

大学期间，朱杨柱先后攻读流体力
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参与研究的项
目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某工程大队，带
着一群战士在工地上干了一年。

之后，他申请攻读博士后，师从“八

一勋章”获得者钱七虎院士。2017年，朱
杨柱被推荐进入航天工程大学，负责建
设力学基础实验室，在开展科研工作同
时完成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一次不经意间，朱杨柱得知第三批航
天员招选扩大范围，向相关领域招收航天
飞行工程师。他所在的学校也在其中。

经过一轮又一轮严格的选拔后，他
顺利过关，最终成为中国第三批航天员。

通天之路，从来没有捷径。
手控交会对接，被称为“太空穿针”。

刚开始，没有空中飞行经验的朱杨柱操控
起来非常吃力。航天员公寓里，放置的那
台手控交会对接桌面式训练器成了他课
后加练的地方。经过上千小时的训练，他
实现了手控交会对接的精准操作。

2022年6月，朱杨柱入选神舟十六号
乘组，在第三批航天员中率先执行任务。

朱杨柱说：“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我
将在指令长的带领下，完成好空间站组合
体的日常使用、维护和维修任务，开展好
载荷照料和实（试）验工作，确保空间站更
加高效、稳定、安全、长久地运行！”

桂海潮：中国首个载荷专家

5月29日，随着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
组的公布，桂海潮作为中国执行载人飞
行任务的首个载荷专家第一次出现在了
公众的视野里。

从小，他对科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
一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他少年
时代最为心爱的科普读物。

高考时，桂海潮以县城理科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此后9年时间，他一路攻读完博士学
位，继而赴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成

归国，他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成为宇航
学院的一名副教授。

2018 年，桂海潮开始担任博士生导
师。正当他在自己的领域打算大展拳脚
时，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国
家开始招募第三批航天员，其中，航天飞
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从相关高校和科研
院所选拔。

他第一时间报名参选，通过层层严
苛的选拔后，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加入我
国第三批航天员队伍。

离心机训练中，航天飞行工程师和
载荷专家选拔标准是 6G 的过载，但入
队后所有人的训练标准都要达到8G。

2022 年，桂海潮被确定执行神舟十
六号任务。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但也
感到压力满满。

为了让自己的底气足起来，桂海潮
开始制定学习计划，晚上进行强化训
练。

这次任务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
发展阶段后的首次载人飞行，将要承担
非常繁重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作
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桂海潮承担了较
多的实验项目。这些实验领域跨度大，
舱内外载荷数量、实验项目多，实验设
备、实验机柜精密，维护维修操作要求
高。训练中，他不但要知道操作流程，还
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

通过刻苦训练，在一次次的磨砺和
指令长高标准严要求的传帮带之下，桂
海潮的信心越来越足。

“你准备好了吗？”
飞向太空之前，面对记者提出的这

个问题，桂海潮十分自信地说：“到今天
为止，我觉得我从技能上、身体上、心理
上都准备好了，我有信心迎接这次任务
的挑战。” （据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英雄为国再出征
——记神舟十六号航天员

航天员景海鹏航天员景海鹏（（右右）、）、朱杨柱朱杨柱（（中中）、）、桂海潮在出征仪式上桂海潮在出征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刚李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