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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的梦想与民族的梦想、国家

的需要、人民的期盼融合到一起时，一个

个 梦 圆 时 刻 ，就 是 我 们 内 心 最 大 的 幸

福。”浩瀚寰宇、星辰大海，是我国首飞航

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

利伟选择的征途，这也是需要一代代青

年接力完成的梦想。

11 月 25 日 ，“ 把 青 春 华 章 写 在 祖

国 大 地 上 ”大 思 政 课 网 络 主 题 宣 传 和

互 动 引 导 活 动 在 厦 门 大 学 举 行 。来 自

科 技、体 育、乡 村 振 兴 等 多 个 领 域 的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师 生 代 表 等 ，讲 述 自 己

的 梦 想 与 远 征 。他 们 的 故 事 ，指 引 着 青

春的方向。

要真正认识这个时代，
就要到最基层去

安宁河谷在太阳下闪着光，油橄榄

鲜绿铺展，远处麦穗金黄，每种颜色都清

澈明亮。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

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书任

始终记得这一幕。父亲带他站上冕宁县

最高处，“你要真正认识这个时代，就要

到最基层”。那一刻，林书任种下了自己

心中的“橄榄树”。

11 年前，林书任的父亲从台湾来到

大 凉 山 ，发 展 橄 榄 油 产 业 。看 到 当 地 举

目 都 是 走 不 尽 的 路、翻 不 尽 的 山 ，他 决

心扎根大凉山帮助村民脱贫。林书任在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也追随父亲来到

这里。

父 子 二 人 不 会 说 彝 语 ，要 流 转 土

地 ，种 的 还 是 没 有 听 说 过 的 植 物 ，很 难

取得村民的信任。一位大姐甚至直接趴

到 挖 土 机 上 ，坚 决 不 让 施 工 。在 误 解 与

阻 力 面 前 ，村 干 部 担 任 翻 译 ，带 着 两 人

挨家挨户拜访解释，翻山越岭上门给村

民做动员。

油橄榄从第一批种植的 600 亩发展

到如今的 2.5 万亩，当地 9800 多农户的

年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3 倍以上。村民为

橄 榄 油 取 了 一 个 彝 族 名 字 —— 木 都 哈

尼，意思是“火焰”。“村民说，是我们带来

的脱贫火种，点燃了他们的致富希望。”

林书任说。

热门电视剧《山海情》里，教村民种

蘑菇的技术专家原型，即“菌草之父”林

占熺。他透露，30 年前，有位美国人给他

开出高薪，是他和妻子在国内两人工资

总和的 1000 多倍。

“菌草技术是中国特有的技术，必须

留在中国。”林占熺说，自己是农民的孩

子，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发明这项技术的

初衷，就是为了帮助群众脱贫。

为了这株草，林占熺摔断了两根肋

骨，4 次死里逃生，失去了包括亲弟弟在

内的两位战友。提及这些，林占熺忍不住

落泪。

女儿问他：“这些苦，值吗？”

林占熺斩钉截铁地说：“值！”

厦 门 大 学 2020 级 环 境 与 生 态 学 硕 士

研究生张诚卓感慨：“老一辈科学家坚韧不

拔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作为减贫方案，菌草技术已被推广到

106 个 国 家 ，更 多 人 能 够 通 过 这 一“ 幸 福

草”脱贫致富。

“像林占熺这样的中国人总能让我见

证奇迹。他们用勤劳与智慧，推动着中国梦

的实现。”厦门大学外籍教授潘维廉说。

一辆汽车、一双冰鞋、一
片星辰大海

被网友誉为“五菱神车”的 MINI EV
被日本大学教授拆解研究。广西汽车集团

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说，从模仿学习到自

主 创 新 ，从 跟 随 者 到 开 拓 者 ，这 是 中 国 发

展成为制造大国、加快迈向制造强国的缩

影。作为这场逆袭的亲历者、参与者，郑志

明 从 一 名 钳 工 学 徒 慢 慢 成 了 同 事 口 中 的

“老师傅”。

郑志明记得，自己刚进场时，师傅对他

说：“圆规画圆不离圆心，钳工这行别忘初

衷。”20 多年来，郑志明始终把牢钳工的初

衷，言传身教带出来一个业务精、作风好、

创新强的产业工人团队。作为党的二十大

代表，郑志明努力的方向更加明确：自立自

强、攻坚克难，和广大“工匠”们一道，在平

凡的岗位上铸就“技能报国”的时代篇章。

冬奥冠军武大靖带着自己的第一双订

制冰鞋来到厦门大学。武大靖说，小时候家

里条件不好，练习到一定程度后，二伯为他

订制了第一双合脚的冰鞋。这双鞋陪他度

过了很多时光。

2019 年，武大靖在家乡黑龙江佳木斯

修建了一座冰场，地点在小时候训练的野

冰场。武大靖说，以前，自己训练的时候冰

场很少，经常训练要排到后半夜进行，现在

希望给孩子们多一个训练的场地，帮助更

多孩子实现冰雪梦想。

“飞到天上和星星月亮做朋友”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王亚平

儿时的梦想。30 多年过去了，这颗梦想的

种子已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当年第一

批听她太空授课的孩子，有很多已经成为

航天战线上的队友。在她看来，这就是时代

的力量、传承的力量。

“每次在空间站感受到交会对接那一

秒的激动，打开祖国快递那一刻的惊喜，都

让我们的心情无比愉悦，这些已经成为终

生难忘的美好记忆。”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

冬、刘洋、蔡旭哲向青年发出太空邀请。

今年，对于载人航天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这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中国人拥有自己

太空家园的圆梦之年，也是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 30 周年。

我国首飞航天员、航天英雄、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说，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从 1992 年起步建设至今，先后将

23 人次顺利送入到太空当中。神舟十五号

的火箭已经矗立在发射塔架上，11 月 29 日

就要进行发射。太空六人行的历史时刻就

要来到，空间站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中国的航天贡献切实关系全球民众福

祉。30 年来，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创造了很

多第一次。第一次飞天圆梦、第一次交会对

接、第一次出舱活动等。现如今，我们已经

实现从一人一天到三人半年的飞行，从单

舱飞行到组合体的稳定运行，从小体量的

飞行器到大体量的舱段，从舱内实验到舱

外实验，实现关键性的跨越。一次次的圆梦

时刻，让杨利伟深深感到对家国的责任感

和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载人航天作为创

新领域重大成果，并作出加快建设航天强

国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的脚

步不会停止。”杨利伟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

航天队伍，把青春、热血、智慧汇入到建设

航天强国的伟大事业和澎湃浪潮中，早日

找到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杨利伟寄语青

年，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每个人都肩负着

一分责任，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勇敢追

求梦想，积极创造价值，热情拥抱生活，把

自己的成长融入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

业当中。当你们梦想成真的一刻，你们也一

定是幸福的。

知重负重再出发，永远奋
斗，永远年轻

闽南人有个习惯，建房要在奠基石下

埋个银圆，寄望子孙都能过上不缺钱的日

子。但一百年前，厦门大学的第一座主楼群

举办奠基仪式时，陈嘉庚埋下一个精致的

石 雕 盒 子 ，里 面 装 的 不 是 银 圆 ，而 是 他

1919 年 7 月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讲词。

里面写道：“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

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

耳。”这也正是陈嘉庚“宁可卖大厦，也要办

厦大”的立校宗旨。

与中国共产党同年而生的厦门大学，

亦是陈景润数学梦起飞的地方。同学眼中，

这个书不离手，每晚还要借一只手电筒窝

在被窝里看书的少年，用一道数学题惊艳

了全世界。

陈景润晚年患上帕金森综合征，面对

病痛折磨，他更加忘我工作，与时间赛跑。

陈景润之子陈由伟回忆，母亲曾多次劝他

暂停工作，但父亲说：“如果我不工作了，就

对不起祖国的培养。”直至生命结束的前两

个月，陈景润还在为登顶“1+1”作着不懈

的努力。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孙 世 刚 从 重 庆 万 州

考 入 厦 门 大 学 化 学 系 时 ，刚 刚 23 岁 。那

时 ，他 是 一 个 从 没 上 过 英 语 课、化 学 基 础

极 为 薄 弱 的 青 年 ，却 向 跨 越 世 界 高 峰 发

起冲锋。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

一，孙世刚坚定选择回国，自此再也没有离

开过教育事业，“祖国和厦大培养了我，35
年来我就学着样子，培养一代又一代人”。

他推动一批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高

层次人才青年教师团队走进本科生课堂，

保持着化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越是名

教授越要上讲台。

孙世刚告诉学生：“追求永无止境。我

们国家还有很多技术需要赶超。以前的科

学家大部分在简陋的实验室里都能突破一

个个卡在脖子上的技术，今天我们还有什

么理由不迎难而上？”

科学精神与爱国情怀传承到这一代青

年身上。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2020 级

硕士研究生胡嘉舜去年成为中国第 38 次

南极考察队队员。他说，南极考察是一项造

福人类的崇高事业，中国极地科考就是要

为和平利用极地和全球气候治理发挥中国

力量，贡献中国智慧。

2014 年，厦门大学为即将启动建造的

大型科考船命名进行网络投票，“嘉庚”号

众望所归。

如今，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吹响，未

来等着青年去创造。

“ 中 华 民 族 是 古 老 民 族 ，更 是 青 春 民

族 。对 于 党 和 国 家 的 事 业 而 言 ，广 大 青 年

最 值 得 爱 护 ，最 值 得 期 待 。”在 中 国 发 展

改 革 报 社 副 社 长 、央 视 特 约 评 论 员 杨 禹

看来，“人民有重托、历史有重任、时代有

重 担 ，今 天 我 们 知 重 负 重 再 出 发 ，踏 上 新

的 征 程 。无 论 是 几 零 后 ，永 远 奋 斗 ，永 远

年轻。”

知重负重再出发

11 月 25 日，我国首飞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现场讲述 《飞

天圆梦》。 焦 艳/摄

党的二十大代表、广西汽车集团首席技能专

家郑志明讲述 《从学徒工到老师傅》。 陈永整/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孟佩佩

参加航天员选拔时，王亚平曾经问

杨利伟：“作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

当时，杨利伟回答了她两个字：“学习。”

11 月 25 日，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

动引导活动上，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王亚平

讲述了这段故事。

王亚平体会到了“学习”这两个字的

真正含义。入队第一年，航天员要系统学

习空气动力学、天文学、高等数学等 30
多门课程。同时要面对的，是每一次都在

挑战人的生理极限的航天训练。

“我们把一门门课程当作是一道天梯，

通往梦想的道路十分艰辛，却又充满喜悦。

当梦想变成目标，就是理想开始照进现实。

同样，每次训练完我都很开心，因为每完成

一 次 训 练 ，就 距 离 自 己 的 目 标 又 近 了 一

步。”王亚平说。

当天，航天英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

总设计师杨利伟来到了活动现场。

面 对 台 下 一 张 张 年 轻 面 孔 ，他 感 慨 ：

“扑面而来的是青春年华与勇敢追梦的气

息，让我想起了当年为民族飞天梦想、国家

富强发展领命出征的激动。进入茫茫太空

时，我看到了国家的飞速发展。”

从 1992 年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起 步 建

设，到如今拥有自己的太空家园，筑梦苍穹

三十载，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杨利伟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自 2003 年搭

乘神舟五号进入太空，成为我国首飞航天

员，他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圆梦太空。

30 年间，有 9 次载人飞行、17 次无人飞

行和 8 次出舱活动都取得了圆满成功，也

先后将 23 人次顺利送入太空，这是他在现

场分享的一组数据。“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十

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在高密度、高难度地进

行中国空间站建设，所有任务也在顺利地

压茬推进。”

就在几天前，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

伫立在了发射塔架上，计划 29 日发射。杨

利伟高兴地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又将迎

来新突破，这一次，“太空六人行的历史时

刻就要来到了，并且，我们空间站的脚步也

越来越近了”。

即将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太空会师”

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陈冬、刘洋、蔡旭

哲，在地球上空近 400 公里轨道的中国空

间站里，向青年发出了“中国空间站等你来

出差”的邀请。

在活动现场的视频中，陈冬谈到，在轨

驻留的 5 个多月里，三个人共同经历了许

多中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次：第一次在轨迎

接并进驻大体量舱段的问天舱、梦天舱；第

一次从科学实验舱出舱；第一次在科学实

验舱内进行太空授课；再过不久，还将第一

次在轨迎接下一个“太空出差三人组”的到

来。“我相信，未来的太空家园将会不断诞

生更多新的第一次，中国航天人将不断攀

登中国航天的新高度。”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早已今非昔比，两

次上太空的刘洋也感受颇深。10 年前，她

执行神舟九号任务时进驻的“天宫一号”只

是一个单舱结构；10 年后的今天，执行神

舟十四号任务的她，“已经进入了一个完整

的太空家园，足足有 100 多立方米，工作和

生活条件都极大改善”。

刘洋说，“在太空出差的几个月里，问

天舱、梦天舱和天舟五号相继到来，虽然任

务密集繁重，但每次在空间站感受到交会

对接那一秒的激动，打开祖国快递那一刻

的惊喜，都让我们的心情无比愉悦，这些已

经成为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第 一 次 执 行 飞 行 任 务 的 蔡 旭 哲 说 ，

他 们 不 仅 在 空 间 站 观 看 了 梦 天 舱 发 射 实

况 ，还 收 看 了 党 的 二 十 大 召 开 实 况 ，“ 加

快 建 设 航 天 强 国 的 使 命 任 务 已 深 深 烙 印

在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的 脑 海 。筑 梦 太 空 任 重

道 远 ，期 待 更 多 年 轻 人 能 够 成 为 我 们 当

中的一员”。

看着屏幕上充满笑容的航天人，杨利

伟也“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中国载人航天

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第一次”都充满

挑战，也带来了成功的幸福和喜悦。“当我

们 亲 历 和 见 证 一 次 次 的‘ 第 一 次 ’圆 梦 时

刻，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为国

出征的豪迈，还原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

对家国的责任感和幸福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从载人

航天到探月探火，从超级计算机到量子信

息，我国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成功进入创新

型 国 家 ；同 时 还 提 出 ，要 加 快 建 设 航 天 强

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航天正在以新

的伟大奋斗开启新的征程。

“ 当 个 人 梦 想 与 民 族 梦 想、国 家 的 需

要、人民的期盼融合到一起时，一个个梦圆

时刻，就是我们内心最大的幸福。”杨利伟

鼓励大学生勇敢追求梦想，积极创造价值，

热情拥抱生活，“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国家需

要、社会需求当中，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

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我

想当你们梦想成真的一刻，你们也一定是

幸福的”。

小时候的王亚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的“飞天梦想”真的实现了。她不仅飞上了

太空，到舱外漫步，还在太空给孩子们讲了

课。“如今，第一批听我太空授课的孩子，很

多已经成为我航天战线上的队友。这就是

时代的力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中国人的飞天圆梦之旅还在继续，中

国梦牵引航天梦，航天梦助推中国梦。”如

今，王亚平又给自己描绘了一个全新的梦

想：登上月球，去看嫦娥玉兔。

“ 未 来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事 业 还 将 走 向

更 深 远 的 深 空 。载 人 登 月、载 人 探 火 ⋯⋯

中国人探索浩瀚宇宙的脚步不会停止，中

国的航天贡献也将切实关系到全球民众的

福祉。”杨利伟说，希望更多有梦想、有勇气

的年轻人加入航天队伍，一同开启飞天梦

想 之 旅 ，“ 把 青

春 与 热 血 、 智

慧 与 心 血 汇 入

建设航天强国的

伟大事业和澎湃

浪潮中来，早日

找到属于自己的

星辰大海”。

飞天圆梦三十载，中国走向更远深空

11 月 25 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陈冬、刘洋、蔡旭哲，通过视频在“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

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中上了一堂“天宫思政课”，向青年发出“中国空间站等你

来出差”的邀请。 林铭鸿/摄

11 月 25 日，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特级航天员王亚平通过视频连线参

与“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

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 陈永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