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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张 茜

这是一场开在“天”上的画展，在距离

地球约 400 公里的太空中。

“天”是天宫，那是我国自主建设的空

间站，也是我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

宫课堂”的上课地点。

画是太空主题画，被贴在中国空间站

的舱壁上。画出它们的人，不是名声斐然的

画家，而是来自我国中西部 11 个省份的青

少年。

“这是我们中国空间站第一次举办太

空画展。”2022 年的第一天，在电视直播的

“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中，中国首位

进驻空间站的女航天员王亚平就是这场画

展的“解说员”。她一张张地介绍这些画，用

亲和的语调，念出了每一位小画家的名字

和家乡。镜头跟随她的讲解落在每一幅画

上。它们色彩浓烈，线条灵动，绽放了无穷

的想象力。

这一刻，孩子的名字和他们的梦想，成

为亿万人瞩目的焦点。这场沟通了天与地、

联结了理想与现实的画展，历时半年多的

策划筹备，也迎来了最为高光的时刻。

它的“策展人”，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中国航天基金会、中国航天科工二

院 208 所等单位。从 2021 年夏天开始，这些

单位组织的“青春与星空对话”主题活动拉

开帷幕，分为童心绘梦、千里追梦、文昌圆

梦、天舟载梦、星火传梦 5 个环节。

2021 年 9 月 20 日，20 多幅太空画搭乘

着天舟三号货运飞船，飞向“天宫”。这些画

的作者来自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不同

角落：有新疆可可托海，有四川大凉山，也

有湖南十八洞村⋯⋯孩子们拥有着不尽相

同的成长轨迹，也有着属于自己的读书、生

活节奏，却因怀揣同一个梦想聚在了一起，

看飞船发射升空。

同 年 10 月 14 日 ，执 行 神 舟 十 三 号 载

人 飞 行 任 务 的 航 天 员 乘 组 在 酒 泉 卫 星 发

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新 疆 小 姑 娘 伊 丽 姆 努 尔·约 麦 尔 阿 卜 拉 ，

代 表 小 伙 伴 们 到 现 场 给 航 天 员 叔 叔 阿 姨

助力。

“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乘组准备

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了空间站，希望

您能喜欢！”她对王亚平说。

那时，承载梦想的画作已经坐上火箭，

飞进了“天宫”。只是，孩子还不知道，两个

多月后，航天员叔叔阿姨为他们准备了一

份回礼——一份来自太空的“天”大鼓励。

“我的画真的上天了”

2022 年 1 月 1 日下午，中国空间站，王

亚平的手指指向了一幅太空画。云南省曲

靖市富源县的一户人家中，坐在电视机前

的 11岁女孩马一通，“唰”一下坐直了身子。

“妈妈、弟弟，那是我的画！我的画真的

上天了！”她激动得指着镜头大喊。

电视机屏幕上，航天员的手持镜头正

对准了她的画：中国空间站飘在蓝色的星

空和黄色的星云中间。

马 一 通 的 画 是 被 介 绍 到 的 第 四 幅 画

作，全景的镜头从所有的画上一扫而过时，

马一通已经“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画。

同一时间，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的龙欣雨和石

卓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丽姆努尔·约

麦尔阿卜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邹

伟琴，还有来自西藏、甘肃、陕西、贵州等中

西 部 地 区 的 近 20 名 小 朋 友 ，在 不 同 的 地

方，露出了同样的惊喜表情。

龙欣雨的太空画是第一个被介绍到的。

这个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女孩，当

时正和全家人一起，坐在自家的房子里。拼

接的木板墙上，层层叠叠贴满了她的奖状，

客厅正中间木架上高悬着土腊肉，而眼前

小小的电视机，连接着正位于地球近地轨

道上的中国空间站。

龙欣雨瞪大了眼睛，隔着一层屏幕望

向“天宫”和她的画，嘴角控制不住地上扬，

脸上盛满了惊讶和高兴。

那幅名为《火星人到地球》的画上，巨

大的宇宙飞船缓缓降落在地球上，火星人

走下飞船，踏足于青山绿水之间——那是

龙欣雨的家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我想让外星人，看到我们村的变化。”

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老师给她讲外面的世界，讲宇宙和火

星探测器。龙欣雨一直好奇“那么重的火箭

是怎么上天的”，她“想去太空看看”，也想

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给航天员尝尝：“他们

可 以 喝 山 泉 水 ，欣 赏 我 们 的 苗 绣 ，还 有 腊

肉、米酒。”

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位于

武陵山脉腹地，因村子里有 18 个天然溶洞

而得名。这里距州府只有 38 公里，却“地无

三尺平，多是斗笠丘”，十八弯山路崎岖难

行。2013 年时，十八洞村的人均纯收入，仅

有 1668 元。

龙欣雨生于斯长于斯，她站立在这个

被大山紧紧围绕的地方。但小姑娘的想象

力长出了翅膀，没有被大山围住。

她家曾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龙欣雨

出 生 没 多 久 ，父 母 就 一 起 出 去 打 工 了 ，奶

奶 拉 扯 她 长 大 。如 今 ，她 的 父 母 回 到 十 八

洞 村 ，在 当 地 的 景 区 里 工 作 ，家 里 也 成 功

脱贫。

十八洞村一直在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精准扶贫经验。2021 年 6 月，文化和旅游

部官网显示，由十八洞村组成的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矮寨·十八洞·德夯大

峡谷景区获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苗绣、

腊肉等土特产，与十八洞山泉水，已经成为

十八洞村的重要产业。

“以前没修路，路不通，现在车都可以

通过了。”龙欣雨记得，这些变化从她四五

岁时开始出现。村里许多人家终于修好了

四处漏风的房子，通了电连了网，有了手机

电视，也能经常吃上大米饭了。

最让龙欣雨高兴的是，她的学校也翻

新了，泥巴路变成了石板路，“干净多了”。

龙欣雨想在画里表达出精准扶贫给十

八洞村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变

化。她拿起笔，一笔一笔，勾勒出平坦的公

路、整齐的房屋、行驶的小汽车，然后用最

绚丽的色彩渲染它们。

李华军的画里，涂满了另一种想象力。

身披“中国航天”四个大字的飞船，正载着

中国航天员飞向太空，来自外星球的种族

正在迎接他们。

李华军出生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家乡位

于西南腹地，是国家磷化工生态生产基地，

被称为“亚洲磷仓”。

逸龙玉珠来自西藏，在他的画里，穿着

民族服装的孩子们在草地上载歌载舞，庆

祝飞船、空间站和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进行太空行走的中国航天员、在宇

宙中飞翔的中国高铁、在飞船上飞扬的五

星红旗⋯⋯

一支又一支画笔，一幅又一幅画作。这

些地上的小画家们扬起了头，望向天空，然

后用虽显稚嫩笔触，画出了最蓬勃的想象

力，和最充满期待的未来。

这些石榴走了一万多里，
从大漠深处来到海南文昌

伊丽姆努尔想送给航天员的礼物，是

自己家乡的石榴，因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她的老家皮山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的最南端，喀喇昆仑山的北麓，塔克拉玛

干沙漠的南缘，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

从皮山县村里辗转来到和田，再乘飞机到

乌鲁木齐，将近 2000 公里的路程要走好几

天，当她和老师、同学背着一整箱石榴，出

现在报到地点时，带队的老师都惊讶了。

这箱石榴就这样从乌鲁木齐出发，穿

越大半个中国，飞了 3000 多公里到了海口

机场，又在大巴车上继续走了 100 多公里，

来到文昌营地。

从沙漠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这些石

榴跨越山海，跋涉了大半个中国，最终，分

到了现场的孩子和工作人员手里。中国航

天基金会理事长吴志坚，将自己分到的石

榴带回了北京。

伊丽姆努尔家乡的红石榴又大又甜，

当地人得知孩子要去参加这次活动时，每

家 每 户 都 从 自 家 的 果 园 里 选 出 了 最 好 的

石 榴 ，来 表 达 自 己 的 心 意 。当 时 还 不 到 石

榴完全成熟的季节，有些石榴颜色甚至还

没有变红，但每一颗石榴都是被精心挑选

出来的。

皮山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2020年刚实

现脱贫摘帽。伊丽姆努尔的家乡刚通了自来

水，街上点亮了路灯，铺好了马路。原先一到

冬天就四处漏风的教室窗户，终于换成了塑

钢窗，不再需要用塑料纸勉强糊着。

伊丽姆努尔打小就爱画画爱跳舞，小

学的班刊板报，都是她“一手包办”。她画山

画水，画羽毛绚丽的翠鸟。三年级时，她的

画曾被放在学校绘画栏里，排在第一位。老

师们夸赞她画得好，这个爱笑的女孩“别提

多高兴了”，一笑起来，两个梨涡深深的，眼

睛弯成了小月牙。

当 看 到 自 己 的 画 出 现 在 电 视 机 屏 幕

上，出现在天宫画展里，她笑得更开心了，

扭 着 身 子 跟 左 右 两 边 的 小 姐 妹 们 击 掌 欢

呼。兴奋劲儿抑制不住，她干脆跳起来，在

客厅里跳起了舞。

“我们村子的变化真的很大！”她爱去

村里刚建的“沙漠水世界”玩，也感慨旅游

景区吸引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在文昌的那几天，这个新疆女孩与两

个甘肃会宁女孩住进了同一间宿舍，几个

孩子迅速交上了朋友。

会宁位于甘肃中部，是中国工农红军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十年之前的会宁

条件艰苦，不少当地人住的还是土木结构

的房子，甚至还有土窑洞。村级土路上，晴

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

这个偏僻的小县城，曾是国家级贫困

县中的“特困县”，也是西北教育名县。会宁

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唐艳丽

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7 至 2021 年，

会宁全县累计接受国家助学贷款发放的大

学生约 8.7 万人，发放贷款金额 14.6 亿元。

据统计，会宁是“甘肃全省国家助学贷款受

惠学生、贷款资金最大的县，在全国也能排

进前几位”。

在这里，家长都希望孩子通过教育改

变命运，对航天科普教育这样的机会，更是

不愿意错过。

2021 年 9 月 17 日一大早，杜依华和杜

晨晞就从甘肃启程，坐飞机前往文昌。杜依

华不到 3 岁时，从炕头摔到地上，左胳膊骨

头挫伤变形。父母抱着她，踏着积雪，硬生

生走到了当地卫生院。因为治疗得不及时，

她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在她的画里，孩子

们在中国空间站里弹着吉他唱着歌。

杜晨晞笔下的《星际列车》，很有几分

后现代画作的味道：航天员乘着星际列车

来到了外星城市，外星人、外星猫，甚至还

有驾驶飞船的猫头鹰一起来迎接他们，“好

开心呀”！

到文昌的第二天，杜晨晞在沙滩上“大

显身手”，制作并发射了水火箭。那是一种

利用质量比和气压作用设计而成的玩具，

同时，也是物理教学中著名的案例之一，利

用废弃的饮料瓶，做成“动力舱”“箭体”“降

落伞”等等。

头一次接触这种没见过的玩意儿，很

多孩子一上来，还很有几分茫然，带队老师

张传良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完成了水火

箭的制作。孩子们拿着自己做的水火箭，站

在了大海边上，在沙滩上完成了“发射”。

老师告诉他们，眼前这片与蓝天衔成

一色的大海，就是课本上说的“南海 ”，是

“祖国的南海”。

杜晨晞的星空小队，水火箭发射“相当

成功”，飞得高高的，向着蓝天大海飞去。

隔 天 ，她 就 亲 眼 看 到 了 真 正 的 火 箭

发射。

站在离火箭最近的地方，
一起喊倒计时

“5，4，3，2，1，点火，发射！”

2021 年 9 月 20 日 ，天 舟 三 号 发 射 当

天，36 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孩子们，站在

文昌发射场观众席的最前方，开始尖叫欢

呼，一起鼓掌。

那是离发射塔最近的位置，孩子们脚

下是草坪，远方是大海，眼前，就是正在腾

空而起的火箭。中国第一位飞天航天员、航

天英雄杨利伟，就站在孩子们中间，和他们

一起倒数，一起笑，一起仰头看着天舟三号

飞向太空。

几年来，中国航天基金会和中国航天

科工二院 208 所《军事文摘·科学少年》杂

志，一直在组织中西部青少年航天圆梦系

列 活 动 。在 这 个 基 础 上 ，2021 年 9 月 至 10
月，“青春与星空对话”中西部青少年与载

人航天面对面活动得以开展。

“孩子们享受的是 VIP 待遇。”杂志活

动 部 总 监 郭 丽 娟 向 记 者 描 述 发 射 当 天 的

场面。

另一位编辑陈晓芳记得，自己拿着手

机拍摄时，直到天舟三号已经远远从她的

镜头里飞出去了，周围那些稚嫩而高昂的

欢呼声，都仍在她耳边萦绕不休。

“有的孩子都激动到流泪了。”陈晓芳

回忆着说。

杜晨曦虽然不是流泪的那个，但她觉

得，自己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不知道

该安静还是喊叫，该驻足还是跳跃。直到火

箭在烟雾中腾空而起，她才终于跟大家一

起喊出了声。

随后，她在小伙伴中宣布：“我也要做

一名航天人！”

参加这次活动的孩子们，不止杜晨晞

一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来自大凉山彝族

自治州冕宁县彝海镇中心小学的邹伟琴发

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飞天公园里，之前

每位成功飞天的航天员，都亲手种下一颗

胡杨树。她想，将来也要在那里，种下一棵

属于自己的胡杨。

“我会想象自己当上航天员之后，在外

太空生活的场景。”她对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说。

彝海镇位于凉山州冕宁县北部，长征

时期，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凉山，刘伯承曾

与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湖边结盟。

这里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在的沙坝镇，

只隔了两三个镇子。邹伟琴从小就住在彝

海湖边上，她不止一次，看到过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卫星发射，对外太空充满了好奇。

在这个 12 岁的小女孩的眼中，航天远

在天边，又近在咫尺，是夜空里不知多少次

被点亮的“一点火光”，是与自己只隔了几

个镇子，却不知用多久才能走到的梦。

2022 年元旦天宫画展当天，邹伟琴发

现自己的画出现在中国空间站，而且还被

她最崇拜的航天员王亚平“亲自点评”了。

她又惊讶又高兴，一下就觉得，对自己

的梦想更坚定了。

马一通的想法就和大家不太一样了。

她外号“小画家”，梦想着将来能创作出更

多作品，“激发更多小朋友，加入航天事业

与绘画艺术之中来”。

山 里 教 育 资 源 有 限 ，2021 年 ，中 国 航

天科工二院在精准扶贫时，帮她所在的学

校建了航天梦想教室，马一通拿着航天器

模型，试图搞清楚每个零件的作用。

她 还 记 得 ，8 岁 时 在 老 家 的 草 坪 上 看

星星，天空像深色的幕布，悬着闪亮的北斗

七星。马一通觉得太空既神秘又梦幻，把自

己对星空的向往，用画笔涂抹在纸上。

她的这幅《天宫与星空》被评为优秀作

品 。2021 年 9 月 17 日，她走下飞机，“青春

与星空对话”活动项目的几位负责人来接

站。马一通突然发现，这些老师们穿着的白

T 恤上，竟然印着自己的画。

“那是我画的。”她开心地对来接站的

陈晓芳说。

那 可 是 航 天 英 雄 亲 手 签
名的帽子，能一样吗？

马一通亲手将自己的画作送给了杨利

伟，得到了“色彩非常动人，很有想象力”的

评价。杨利伟还告诉她，会把这幅画带到北

京，让更多的航天员看到。

还有一位来自新疆的孩子合然·别克

扎 提 ，录 制 了 视 频 ，给 大 家 介 绍 自 己 的 家

乡。“有 5A 级景区”，他对着镜头说。5 分钟

的视频里，他接连去了好几个当地的知名

景点，甚至还下了当地的一处矿洞。

“像个小导游。”郭丽娟笑着说。

来自新疆的木那尔别克·阿勒马斯别

克，也给《军事文摘·科学少年》杂志的执行

主编王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 14 岁的

大男孩，个子已经拔得挺高，却在不慎丢失

了有杨利伟亲笔签名的帽子之后，站在发

射场的草地上，一个人默默流下了眼泪。那

不是激烈的号啕，是无声却又难以自控的

啜泣，让王金平立刻就感受到，这个看上去

高高壮壮的孩子有多么得伤心。

木那尔别克的家乡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的可可托海镇，这里以稀有金属矿产开采

闻名 。1970 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

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发

射升空，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

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东方红

一号卫星所使用的铯，就是产自可可托海。

王金平问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想着法

儿地安慰他。一会儿说，以后有机会给你补

一个，一会儿又说，将来再见到杨利伟，还

可以跟他再要个签名。

“那就不一样了。”木那尔别克哽咽地

说。在这个男孩看来，那个带着签名的帽子

独属于这次文昌之行，是再也无法弥补的

遗憾。

王金平愈发于心不忍了，突然一抬头，

就瞧见了陈晓芳的签名帽子。这也是陈晓

芳入职杂志社以来，头一次有机会见到杨

利伟并要了签名。陈晓芳犹豫了一会儿，最

终一咬牙，把自己的签名帽子送给了木那

尔别克。

她觉得，不该让这个孩子留下这样的

遗憾。

再后来，陈晓芳收到了木那尔别克发

来的短信，表达感谢，还说自己“以后一定

要好好学习”。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我们做这个

活动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只是一份

工作，而是你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给下

一代更多梦想和可能。”陈晓芳感慨。

吴志坚觉得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都

有着非常强的自律意识和自理能力，集合

从不迟到，小学生们自己的衣服都自己洗。

而且，孩子们做事的态度非常认真，一个简

单的发言，都要提前几天写出来，每个孩子

的发言都不一样。

“他们渴望知识，渴望交流，听讲座时

提问举手特别踊跃。我觉得，中国航天事业

的未来如果交给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吴

志坚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

观 看 天 舟 三 号 发 射 时 ，208 所 党 委 书

记吴锋也和孩子们站在一起。作为一位老

航天人，他第一次观看发射场面已经是 20
多年前的事，至今仍然能记起当时激动的

心情。

“从电视里看和在现场看是不同的，那

种震撼不是电视能传达的。让孩子们看一

下航天是什么样的，看看火箭是什么样的。

至少在他们心里，种下了向往航天、热爱科

学的种子。”吴锋说，“这对孩子们的影响，

可能是一生的。”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次天宫

画展，也是为了让这些边远地区的孩子们，

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发展的前景，激发他

们学习动力，把孩子们的想象和现实联结

起来，让他们的理想得到升华。

“也许到外面看一次能改
变他们的命运”

“这次也是带孩子们出去看看世面。”

伍忠华是邹伟琴所在小学的校长，他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些来自大凉山的孩

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在他们心目

中，航天员就是最大的明星。

在挑选参加“青春与星空对话”活动人

选时，伍忠华觉得，对这里的孩子来说，文

昌、酒泉，也许会是他们一生能够去到的最

远的地方。他带着他们跨越山海，想让他们

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希望”。

“ 也 许 能 够 改 变 他 们 的 命 运 。”伍 忠

华说。

这些从未近距离接触航天，甚至从未

走出大山的孩子们，在这段旅程里收获了

许多个人生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看发射、第一次听院士讲课、第一次

和航天英雄面对面交流。

“青春与星空对话”活动在文昌结束的

那天，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王程在闭营

仪式上表示，相信这次活动会在同学们的

心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但是想要让

梦想的种子发芽，乃至开花结果，还要靠大

家回去后刻苦拼搏，努力学习。

2022 年元旦当天，20 多幅画作在中国

空间站成功展出，网络传播平台上，总阅读

量超过 1.5 亿。这让活动组织者十分惊喜，

中西部孩子们的梦想，通过国家最“高”平

台的传播放大，让更多的人看到。

现在，这些与太空有关的梦想被绘制

在画纸上，仍展示在中国空间站里。

而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小画家”，已经

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

当地的学校里一下就成了“明星”，成为被

同学们“粉”的对象。

伍忠华带着孩子们回到大凉山后，有

记 者 来 采 访 ， 当 地 老 百 姓 听 说 了 这 个 消

息，“周围四邻八乡的”都跑来看，甚至

还有“村上的、镇上的领导”。

伍 忠 华 觉 得 ， 这 真 是 很 幸 运 的 一 件

事。全国有 14 亿多人，“我们孩子的一幅

画 ” 就 被 选 中 了 ， 这 给 整 个 学 校 的 孩 子

们，都树立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大的”。

他 观 察 到 ， 当 这 4 个 孩 子 从 海 南 回

来，其他孩子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围着他

们 4 个，听他们讲所见所闻。比如坐飞机

什么感受，大海是什么样，外面的世界到

底是怎么样的。

“以后，孩子们都更有积极性了，学

习有方向和目标了。一个人定了自己的目

标，才有动力。我相信，这件事对我们全

校的孩子，乃至我们全县的孩子们，都是

一种动力。”伍忠华说。

伊丽姆努尔也“火了”，她参加了两

次活动，跟航天员们也交流了两次。当地

驻村干部和学校带着她，到其他学校，甚

至 附 近 的 其 他 村 子

里 ， 分 享 她 的 所 见 所

闻 。 她 给 小 朋 友 和 村

民 们 讲 自 己 的 经 历 ，

也讲自己的航天梦。

“ 一 定 努 力 学 习 。”

她说。

“天”大的鼓励

航天英雄杨利伟和来自中西部地区的 36 名青少年一起倒数，现场见证天舟三号发射。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〇八所供图

中西部青少年参与“青春与星空对话”活动现场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〇八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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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人到地球》：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排碧小学学生龙欣雨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