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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看 点

□ 王鹏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前不久，江苏省镇江市 100 名党员、团

员和少先队员，以寻访红色教育地图的形

式，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镇江市始终

把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坚

持大中小学一体互动、课内课外同步联动、

党团队建设整体推动，聚焦“红色课堂”“红

色活动”“红色文化”“红色少年”，突出做好课

程育人、活动育人、文化育人和实践育人，全

力打造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综合体系”，让

百年党史、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田。

“讲 唱 演 说”让“红 色 课
堂”有声有色

日前，江苏科技大学的一堂思政课，不

仅感动了现场的近百名师生，还收获了近

万名线上收看公开课的全市其他大学生的

点赞。

思政课一开始，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教授赵勇作了“百年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与价值——以大庆精神为例”

主题演讲，受到学生欢迎。

这是团镇江市委主办、江苏科技大学

团委承办的 2021 年“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信仰公开课示范课的首秀。本次公开课

结合“传统课堂”和“榜样课堂”，分别邀请

优秀青年教师、青年学生分享交流。活动全

程线上直播，全市在镇高校组织学生收看。

为提升思政课、党史课质量，镇江全市

各 级 党 组 织 与 广 大 师 生 充 分 调 动 讲、唱、

演、说 4 种表现形式，创造了许多充满创

意的课程。 （下转 2 版）

江苏镇江：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别样“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时隔 5 年，太空再一次迎来中国人的身影。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

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 19 次

飞行任务，也是中国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员常驻太空的时代

已经到来。

当天 5 时 40 分，在西北大漠腹地的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这里的天还未完全放亮，却已吸引不少媒体记

者支起“长枪短炮”，他们来见证航天员聂海胜、刘

伯明和汤洪波的出征瞬间。

6 时 许 ， 在 问 天 阁 附 近 的 道 路 上 ， 人 们 翘 首 以

盼，为即将出征的航天员送行，路上行走的工作人员

神情肃穆，来往的车辆秩序井然。

此刻，阳光冲破云层洒向大地，出征现场万众

期待。

6 时 30 分许，身着乳白色航天服的聂海胜、刘伯

明和汤洪波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一楼出征大厅，出

现在圆梦园广场上。

此刻，圆梦园广场彩旗飘扬、人头攒动。欢送人群

挥舞鲜花、国旗、彩旗，大声呼喊：“向航天员学习！向航

天员致敬！”“祖国和人民期待你们载誉凯旋！”

在场的人们用各种方式为航天员壮行，为他们祈

福加油。

6 时 32 分，汤洪波、聂海胜和刘伯明排成一排。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

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航天员汤洪

波。”广场上传来洪亮的声音。

“出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任务总指挥长李尚福

庄重地下达命令，并举手敬了一个军礼。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

我们伟大的祖国⋯⋯”伴着乐曲 《歌唱祖国》，现场

民众用力挥动着手中的彩旗为航天英雄送行。

3 位勇士身穿沉重的白色战袍，迎着大漠朝阳，

缓步走向开往载人航天发射场的专用车辆。在多辆摩

托车的护送下，车队穿过夹道欢送的人群，向 5 公里

外的载人发射塔架进发。

此时，在距地面几百公里的轨道上，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已做好各项准备进入了交会对接轨道，等待神

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到来。

晨光下，发射塔架由上至下徐徐打开回转平台，

长征二 F 火箭托举着神舟十二号飞船离开塔架的怀

抱。火箭露出全部面容，白色的长征火箭耸立在蓝天

与荒漠之间，直指苍穹。火箭箭体上鲜红的五星红旗

和“中国航天 CZ-2F”字样格外醒目。

9 时 22 分，“⋯⋯3、2、1，起飞！”全场观众跟

着零号指挥员口令同声高喊。 （下转 2 版）

直击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出征太空——

中国空间站迎来首批“常驻民”

□ 杨鑫宇

6 月 17 日上午，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茫茫戈壁之上，搭载神舟十
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
运 载 火 箭 ， 宛 如 一 支 穿 云 利 箭 ，
划破天际，飞向茫茫太空。18 时
48 分，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
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
会对接后，聂海胜、刘伯明、汤

洪波 3 名航天员成为中国空间站
的首批“住户”。

此时，距离中国上次将航天员
送入太空，已经过去将近 5 年时
间。其间，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
天和核心舱、天舟二号先后升空，
验证了空间站建造的多项关键技
术，新一代载人飞船也从设想一步
步走向飞行试验。神舟十二号飞船
将实现我国载人航天任务 5 个“首
次 ”， 它 凝 集 了 无 数 航 天 人 的 心
血，也承载着全国人民的美好期
待。从 1992 年我国决定上马载人航
天工程算起，为了让我国自己的航
天员在自己的空间站里“安家”，

中国航天事业已走过近30年的漫长
征程。

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
一群伟大的人在幕后奋力推动，中
国航天队伍正是这样的群体。和许
多人的印象不同，这支队伍其实相
当年轻。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 念 五 四 运 动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指
出，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
队平均年龄是33岁，北斗团队平均
年龄是 35 岁。朝气蓬勃的青年力
量，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骨干与
中坚。这些年轻人为祖国叩击苍
穹、探索太空，铸就了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

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翻 开 中 国 航 天 事 业 的 “ 功 劳

簿”，我们也会看到不少眼角生出皱
纹、白发爬上鬓角的苍老脸庞。其
实，每一个航天事业的“老将”，都
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航天报国”，
在一往无前的奋斗中逐渐老去。几
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义无
反顾地将青春挥洒在了试验场上 、
组装厂内、计算机前。他们心中熊
熊燃烧的航天理想是如此火热，但
为了实现这个火热的理想，他们必
须沉下心来，在不为人知的“冷板
凳”上埋头苦干，一坐就是几年乃
至几十年。

作为中国首批航天员之一，三度
为国出征太空的聂海胜已坚持训练 20
多年。首次飞天的航天员汤洪波，也
为本次出征准备了 11 年。刘伯明自
2008 年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以来，
时隔近13 年才再度接到这个激动人心
的任务。3 名航天员都为实现国家与
民族的飞天梦想，贡献了壮丽而宝贵
的青春。

有机会代表整支航天队伍接受
鲜花 与 掌 声 的 毕 竟 只 是 少 数 人 ，更
多“心底有火，眼中有光”的年轻人
前赴后继，把需要“扛得住艰苦，耐
得 住 寂 寞 ”的 航 天 事 业 确 立 为终身
志向。 （下转 4 版）

探索宇宙的征程上 永远有人“正年轻”

本报北京 6 月 17 日电（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叶雨婷 实习生张含琼）记者今天

从北京大学获悉，我国翻译界泰斗、北京

大学教授许渊冲逝世。许渊冲早年毕业于

西 南 联 大 外 文 系 ，1944 年 考 入 清 华 大 学

研 究 院 外 国 文 学 研 究 所 ，1983 年 起 任 北

京 大 学 教 授 ， 从 事 文 学 翻 译 工 作 60 余

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

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

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许 渊 冲 1921 年 4 月 18 日 生 于 江 西 南

昌。母亲赋予他爱好文学和追求美的天性。

幼时受表叔、翻译家熊式一的影响，许渊冲

对英语产生强烈的兴趣，立志学好英语。在

西南联大读一年级的时候，许渊冲就把林徽

因的诗 《别丢掉》 译成英文，发表在 《文学

翻译报》 上，这是他最早的译作。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许渊冲开始致力

于把唐诗、宋词、元曲翻译为英法韵文。翻

译诗词的难处在于炼字，经典好诗都追求一

个“工”字。许渊冲译诗，既要工整押韵，

又要境界全出，他对修辞手法的完整保留几

乎到了苛刻的程度，唯恐糟蹋中国文化的好

东 西 。 如 切 如 磋 、 精 雕 细 琢 本 是 一 件 苦 差

事，但对于有丰沛热情和深切热爱的许渊冲

反 而 是 一 件 乐 事 。 至 今 ， 他 的 译 作 已 过 百

本 ， 涵 盖 汉 英 、 英 汉 、 汉 法 、 法 汉 4 种 类

型，翻译各种名著典籍几乎都是一气呵成。

许渊冲与中国共产党同龄，成长于红色

热土江西，求学于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最

终扎根燕园，在中外文化互译的舞台上躬身

治学 80 余载，成就了“不老松”的传奇佳

话。退休以后，许渊冲每天对着台式电脑，

从晚上 10 点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晚上对他

而言是黄金时段，是“高产期”。

2017 年 2 月，许渊冲做客 《朗读者》 节

目。他递给主持人董卿的名片上写着“书销

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这乍一看

可能有些张扬，但他立马解释道：“我实事

求是！”有人说许渊冲狂妄，可他觉得自己

是狂而不妄。

妄 是 浮 夸 ， 可 许 渊 冲 是 中 国 唯 一 能

在 古 典 诗 词 和 英 法 韵 文 之 间 进 行 互 译 的

专 家 。 （下转 2 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卓琼

特教老师何冬香用半年时间教

会 14 岁 的 王 焕 宁 （化名） 刷 牙 ；

数 学 教 师 史 名 联 花 一 年 时 间 带 15
岁 的 何 殊 （化名） 跨 越 “ 数 字 鸿

沟 ”， 连 贯 地 从 1 数 到 15⋯⋯“ 送

教上门”这场教育实验已在江西省

赣州市信丰县持续了 7 年。

2014 年 ， 教 育 部 、 国 家 发 展

改革委等七部门启动特殊教育提升

计划，提出“全面推进全纳教育，

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

教育”。统筹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

学校教育资源，给无法到校就读的

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服

务，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为了让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重

度残疾儿童少年有学上，信丰县组

织 171 支送教小分队走遍全县 300
多个村组社区，把课堂搬进孩子们

家中。

从信丰县城出发，沿着山路驱

车 60 多 公 里 ， 就 到 了 藏 在 大 山 深

处的王焕宁家。第一次见到何冬香

时，王焕宁只是一个劲地咧嘴笑，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何冬香拿出一个蓝黄相间的皮

球给他玩，皮球上下左右乱窜，王

焕宁的双手和脑袋也顺着球的方向

移动。何冬香又掏出一串木珠、几

根粗细不等的绳子，和他玩穿木珠

游戏，几轮下来，王焕宁“卡”在

了一根直径两厘米的绳子上。

“拍皮球、穿木珠是为了评估

送教对象的肢体协调能力、精细动

作等各项情况。”何冬香解释，送

教前，特教老师为孩子们进行全面

的教育康复评估，建立电子信息档

案和服务手册，并根据评估结果制

订个性化教育康复方案。

2015 年 1 月，信丰县被教育部

确定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

每年 8 月，县教育局包校干部、特

殊教育学校教师、乡镇普通学校教

师组成若干个调查组，对全县所有

登记在册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进行

地毯式走访摸排。

汽 车 开 进 乡 镇 ， 导 航 就 失 灵

了，调查组有种“找不着北”的感

觉，说普通话，当地村民听不懂；

村民讲方言，调查组听不懂。

工作刚启动时，信丰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红艳和队友

吃过不少闭门羹。一些家长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让调查组

进门；还有的家长认为，领导干部上门拍个照就走，不解决实

际问题。不止一名家长问：“你们能给我解决低保吗？”

本着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第二年摸底走访时，调查组

在基本信息访谈中增设“是否有低保”一栏，并将这项统计

数据和送教对象的各项情况一并反馈给县里。 （下转 4 版）

诗 译 英 法 百 岁 不 辍
我国翻译界泰斗、北大教授许渊冲逝世

江西信丰一百七十一支小分队

﹃
送教上门

﹄

把课堂搬进残疾孩子家中

上图：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航天员向全国人民敬礼致意

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左下图：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和核

心舱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右下图：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二运载火

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