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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第二届
“天宫画展”在中国空
间 站 开 展 ，40 幅 青 少
年绘画作品精彩亮相，
这是一份来自太空的

“新春礼物”。在参展作
品中，孩子们用画笔描
绘出自己心中的中国
梦、航天梦，从“红船”
启航到“天路”开工，从
北京冬奥会到东北振
兴 ，从 红 旗 渠 到 塞 罕
坝，承载着那些让人铭
记的家国记忆。本版向
青少年作者们发出邀
约，请他们讲述画作背
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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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芙名 （12岁 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十中学）

“ 爷 爷 ，您 又 坐 在 这 根 石 条 上 了 。”在 爷 爷 的 院 子

里，有一根长长的石条，因为常年的摩挲，已变得光滑，

却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那是爷爷年轻时做石匠、修红

旗渠的见证。

“爷爷，上次您给我讲了挖青年洞的故事，这次再

讲 点 别 的 呗 ！”“ 好 好 好 ，今 天 咱 们 就 讲 讲 敢 死 队 的 故

事 。”“ 敢 死 队 ？”我 听 后 很 好 奇 ，“ 爷 爷 ，修 渠 又 不 是 打

仗，怎么还有敢死队啊？”

“敢死队就是除险队！”爷爷说罢顿了顿，“用火药炸

山后，会有一些石头卡在半山腰，要是这个时候就去修

渠，那些卡住的石头就可能掉下来，把人砸伤、砸死哩！”

“那可怎么办呢？”我心里着急起来，为那些修渠工

人的安全感到担忧。“这时候就要敢死队上了，他们先

爬到山顶⋯⋯”“不是在半山腰炸的石头吗？怎么要爬

到山顶啊？”我越发好奇起来，禁不住打断了爷爷的话。

“他们每人身上系着几十斤重的绳索，手上拿着钢

钎，把绳子的一头固定在山顶，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

然后纵身一跳，在半空中荡动起来，像荡秋千一样在悬

崖上荡来荡去，除去险石。”“听起来很好玩呢！”我不由得

喊了出来，“是不是和荡秋千一样啊？”“好玩？”爷爷生气

地瞪了我一眼，“那可是会要人命的！一不留神，身体和崖

壁撞击，除下来的石块又是顺着手中的钢钎往头上走的，

很容易砸着他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那些把命留在渠

里的工友们啊，要是没有他们，哪有这一渠清水⋯⋯”爷

爷重重地叹了口气，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一幕幕悲壮的画

面。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修渠工人，用自己的青春、汗水

乃至生命，开通了一条“人工天河”，解决了老百姓吃水难

的问题，真可谓“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

“《新闻联播》开始了，咱们回屋吧！”爷爷拍了拍石条，

起身向屋里走去。“北京明白！”刚打开电视，便传来清脆的

指令声，原来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正在进行中国空间

站出舱活动。

“爷爷快看啊！”我赶忙指着电视机里一个穿着航天服

的身影说，“她就是我最崇拜的航天英雄——刘洋阿姨，她

也是咱们林州人呢!”
爷爷听完连忙从口袋中摸出老花镜，细细端详起来：

“她身上也系着一根绳子呀！”爷爷的眼里闪着光芒，那光

里，有欣慰，有喜悦，还有希望⋯⋯半晌，他像是在自言自

语，又仿佛是说给我听的，可能还在对他那些为修渠献出

生命的工友们说：“真是咱红旗渠的好儿女啊！”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奇志，誓把山

河重安排！”爷爷哼唱着走入夜色中⋯⋯那晚我做了个梦，

梦里有青年洞，有敢死队，还有刘洋阿姨，她身着航天服，

向家乡的红旗渠挥手呢！

从“一渠清水”到“北京明白”

□ 陈洛琳 （11岁 北京红英小学唐家岭校区）

记忆就像脚印一样，浅浅地印在沙滩上。岁月的

潮水一冲，它就可能没了踪影。那一次的记忆却像大

树一样，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每当我想起时，都会

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

那是一天晚上，爸爸下班后带给我一个好消息：

“快来看看这个天宫画展的通知，将你和空间站的故

事画出来就有机会获奖。你不是很爱画画嘛，而且还

有机会将你的画带上天呢！”

“真的可以上天吗？”听到这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小 时 候 ， 爸 妈 经 常 带 我 去 航 天 城 里 面 玩 ， 告 诉

我 这 是 航 天 员 训 练 的 地 方 ， 是 控 制 航 天 器 飞 行 的 地

方⋯⋯当时我还不理解为什么要发射各种航天器。直

到第一次去妈妈的办公室，眼前的一幕幕让我感到无

比的震惊：一颗颗卫星在天上转着圈，能把地球上的

高楼大厦、学校操场甚至是小汽车拍得一清二楚！自

从那时起，一颗小小的航天梦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

下了种子，懵懂的想法便生了根，发了芽。

又是一年天宫课堂开讲时，看着航天员叔叔阿姨

在中国空间站里飘着、做着各种有趣的实验，我羡慕极

了，多想自己也能飞上天宫，去探索神秘的宇宙苍穹。

回想到这里，我灵感涌现，提笔画下了 《地球自

拍》 这幅画：画作中央是身着航天服的我，正举着胜

利的手势；背景是我们的空间站，祖国的青山绿水、万

紫千红是画中最亮丽的色彩。现在，我国完成了中国空间

站“天宫”的建造，未来我们可能都有机会到那里与地球自

拍，从宇宙中领略祖国之美，感受航天强国的魅力。

2023 年除夕这天，是令我难忘的一天，我的画真的

入选天宫画展了！第三幅介绍的画就是 《地球自拍》，爸

爸拿手机记录下了我当时惊喜、激动的笑容，全家人都

在为我高兴。弟弟摇着我的手说：“姐姐，我也想去天宫

给地球拍照！”“会的，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去了！”我肯定

地回答。又一颗航天种子埋下了。

和中国空间站来张自拍

□ 刘莲锦
（8岁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我喜欢看深蓝色夜空中的星星，看

它们对我一闪一闪地眨眼睛。

记得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

家人在学校操场上乘凉，突然，我看到

一个会移动的“星星”，它不紧不慢地

沿着一个轨迹缓缓向前。

我手指着它，赶紧喊妈妈：“你看

那个星星怎么会动啊？”妈妈说：“会动

的肯定就是卫星或者空间站吧，也许就

是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哦。”

原来是空间站啊！这一刻，这颗会

动的“星星”在我眼中无比闪耀。我心

里同时冒出来许多问题：它是怎么飞到

天上去的呢？上面有人吗？为什么会动

呢 ？ 为 什 么 会 像 真 正 的 星 星 一 样 发 光

呢？这些问题，在我心里变成许多小种

子，悄悄地发芽了。

1 月 21 日，又是一年除夕到。这个除

夕对我来说格外不同，因为第二届“天宫

画展”，我和那颗会动的“星星”紧紧地

联 系 在 一 起 ， 我 的 画 在 中 国 空 间 站 展 出

啦！

我在电视直播的特别节目里，看到航

天员邓清明叔叔拿着我画的 《欢迎来到月

宫重庆站》 原作，我激动

地从沙发上跳起来。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

和太空无比接近，仿佛也

遨游到了星空之中。

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平时乘坐的重庆轨道交通

一号线和逢年过节去逛街的记忆。山城重

庆是旗帜鲜明的麻辣之都，还有中国首条

跨座式单轨列车。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们

的列车能直接修到月球上，再建一个“重

庆站”，把重庆的美食街也带到月球上，请

所有人品尝。我也希望有一天全中国的小朋

友都可以去月球上旅行，在月球上玩耍。我

们可以在宇宙中探险，在太空中建立一个新

的城市。

这个春节，我为中国空间站写了春联

和“福”字，为圆梦乘组的叔叔们推荐了八

宝 粥 当 年 夜 饭 ，还 为 他 们 做 了 一 棵“ 吉 祥

树”装点除夕之夜。这些都是十分难忘的经

历，让我的新年过得既生动又有意义。

欢迎来到月宫“重庆站”

□ 刘安玉林
（10岁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第一小学）

周六就要交绘画作品了，我还是久

久下不了笔，是画美丽如画的玉顺湖公

园，还是画金叶飞舞的银杏大道？是画灿

若云霞的映山红，还是画波光粼粼的石

坝水库？妈妈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赶紧

画 吧 ，画 好 了 周 末 带 你 去 山 里 轻 松 轻

松。”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了这样一幕。

10 月的一天，妈妈要带我去她的朋

友家做客。我一听是去一个小山村，还要

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心里就有点不乐意。

在我的印象中，农村屋前屋后都是些鸡

鸭粪便，路上垃圾成堆，苍蝇到处飞，屋

子里杂物乱堆。走在小道上，一不小心就

会踩上牛羊粪便。“晴天走路一身灰，雨

天走路一身泥”，虽然空气还不错，却不

是一个让我愿意停留的地方。

可是一走进村口，我便意识到自己

大错特错了，我的眼前不再是泥泞的小

路，而是一条条干净的水泥路，这些路通

往村落的四面八方，一排排新房整齐地

排列着。村前，小河环绕，绿水长流，村旁

竹林翠绿，鸟语花香⋯⋯我觉得眼睛都

看不过来了。

我们轻轻按响了一家人的门铃，开门

的正是妈妈的朋友。开门的那一瞬间，我便

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灿烂的阳光洒在

院子里，像给整个院子镀了一层金。院子里

有一辆手推车翻倒下来，车里金黄的玉米

龇着牙，泛着甜甜香味的瓜果散落一地。一

只雄壮的大公鸡，抬着头，迈着骄傲的步伐，

对奔跑过来的小花狗“喔喔”地叫着，好像在

告诉小狗：“这些都是我的，不许碰！”老母鸡

带着小鸡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似乎已经习

惯了大公鸡与小花狗的“战争”。一个两三岁

的男孩惬意地趴在地上，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向他走去，要把他抱起来。小男孩却不愿意，

因为他要看公鸡和小狗打架。堂屋大门上贴

着红红的对联，屋后是成堆成堆的稻谷垛，

屋顶太阳能闪着耀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

眼⋯⋯瓜果飘香，鸡鸣狗吠鹅鸭叫，这一派

丰收温馨的情景让我好喜欢。

我们被热情地迎进屋内，只见到处亮

堂堂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吃饭时我尝到

了很多农村的美味佳肴。我羡慕地对老奶

奶说：“奶奶，你们住在这儿真幸福。”老奶

奶摸摸我的头，感慨万千地对我说：“国家

政 策 越 来 越 好 ，给 咱 们 村 子 修 了 路 ，盖 了

房，家家户户还安了太阳能，我每月还能领

养老补助，包里有钱花，心里有依靠，我老

婆子是赶上了好时代喽！你待会儿再去活

动中心逛逛⋯⋯”

看着花奶奶的生活，真令我羡慕，这里

没有污染，没有城市嘈杂的噪音，多了一份

清新和宁静；这里没有拥挤，没有烦恼，更

多的是舒适和幸福。

想到这儿，我不再犹豫，拿起画笔，开

始画花奶奶的幸福生活⋯⋯

（指导教师 林波）

山村里花奶奶的幸福生活

□ 郭 睿（16岁 黑龙江萝北县高级中学）

壬寅癸卯之交，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星空的新年大

礼，我的绘画作品 《列星耀华》 在中国空间站展出。这

一刻，千言万语难写心中的激动。

儿时的我即对星空有了兴趣。也多亏萝北县城人

口少，光污染小，子夜随便找一个开阔地，就能南眺

银 河 ， 北 寻 北 斗 ， 念 叨 着 那 些 从 纪 录 片 上 听 来 的 念

不 顺 的 梅 西 耶 天 体 。 偶 尔 也 会 凝 视 星 宿间的黑暗处，

想象千百公里外，东方红一号卫星仍在星空默唱 《东

方红》。

进入初中后，不满足于简短而不解渴的新闻报道，

我从学校的阅览室里找到了科普期刊。国内外前沿天文

研究，诸如快速射电暴溯源学说、“悟空号”发现的粒

子能量“大拐折”、系外行星搜寻、引力波探测⋯⋯我看到

了一个宏大的天文世界。

我现在就读的高中有一台赤道仪——这恐怕是全萝

北县唯一一台大型赤道仪。我兴奋地向学校申请使用。

升入高中第一个寒假，学校的天文观测室的观测窗打

开，我就和指导老师在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操作

赤道仪。第一次使用天文望远镜，事先没有制订观星计

划，索性从月亮看起。凛冽北风扰动着低层大气，搅得

锯齿形的弦月边缘不停地抖动，苍白的月表颇像朔风中

寂冷的北国荒原，一片肃穆。调转镜头，对准奎宿二，

所见又令我惊奇，一个闪着蓝白色的光团在视野里来回

跃动。再转镜头，似乎有一个极暗弱的星团，连我都不

确定是否真的看到了。我既满意又失望，满意在于第一

次触摸了天文望远镜，完成了生命里第一次天文观测；

失望在于没有准备，没见到报刊上那些令人惊叹的深空

天体，也没选好时机，糟糕的大气视宁度让观测效果大

打折扣。

地处偏远让我很难有参与天文实践的机会，但这

并不妨碍我将目光投向理论研究领域。去年国庆节前

夕，我在学校的阅览室偶遇了一本载人航天领域的学

术 期 刊 。 90 分 钟 的 阅 览 课 ， 只 够 我 看 完 其 中 一 篇 论

文。其中，仅仅是对细胞的分选，就有结合声学、光

学、磁学等多学科的不同方案。对于各种变量的细致

分 析 ， 严 谨 的 推 理 思 路 ， 夹 杂 于 文 字 间 的 数 据 图 像、

设备的概念图，让我有一种站在科研实验室中与科学

家对话的感觉。而这仅仅是载人航天工程技术的冰山

一角，我不由得对未来可能从事的科研工作产生更多

期待。

再次拾起画笔，勾勒我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敬意与向

往。“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这

份来自星空的嘱托，我已查收，正在执行。

在小县城仰望浩瀚星空

□ 张启悦（12岁 杭州钱学森学校初中部）

我家住在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这里人文荟萃、名

人辈出，当然，最出名的莫过于方谷园 2 号的钱学森旧

居。我很荣幸，作为钱爷爷的邻居，从小学到初中，都

和钱爷爷有着不解之缘。

我的小学，围绕“航天”主题举行了很多丰富多彩

的活动。从那时起，我就对航天产生了浓厚兴趣。从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嫦娥四号”首次在月背着陆，

再到聂海胜叔叔他们进入中国空间站⋯⋯每当航天器成

功升空时，我的心也随之逐梦星海。每当此刻，我都会

习惯性地跑到钱爷爷故居，对着他的半身像，说悄悄

话，告诉他新的好消息！

进入杭州市唯一以“钱学森”命名的初中后，我在

学习中更深地领略到了航天人的那份坚持。钱爷爷早年

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奔赴西北

荒漠。从此，都市的和风细雨换成了边陲的漫漫黄沙，

从青年到白头，他和千万个跟他一样的航天开创者，在

荒芜的沙漠中一待就是小半辈子。换来的是什么？是中

国航空航天事业零的突破！是中国一步步走向航天大国

强大的基石！由他至今，正是一代代航天人，以苦为

乐、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忘我奉献，使得中国在新世

纪站在了人类航天的最前列！

我热爱中国航天人！不仅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常人难

以企及的成就，更因为从钱爷爷起，他们为了这一天，

付出了我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

每每，我在钱爷爷故居凝视他的面容时，总被那一

抹微笑所吸引。我想，那里面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磅礴自

信，也饱含着对接力“钱学森精神”的中国航天人的赞

许。

所以，当我收到第二届“天宫画展”的征稿通知

时，一刹那，一幅画面就浮现在我的脑海：精神矍铄的

钱爷爷，正在用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标志性的微笑，

赞许地凝视着“中国航天”飞天的壮美瞬间，那背景中

摇曳着的“中国红”，正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用热血铸

就的！

（指导教师 黄丽娜）

此刻我想到了钱学森爷爷

□ 张睿恩
（7岁 河北承德围
场第四小学）

前几天奶奶的老朋友来家里串门，

她们在客厅说话，我在房间里写作业。

忽然我听见一阵歌声响起：“知青下乡

40 年 ， 当 年 仿 佛 在 眼 前 ⋯⋯” 只 见 她

们眼含热泪，满满都是对过去的追忆。

奶奶是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一员，

她被安排到了山湾子林场，正式成为一

名林业工作者，那年她才 19 岁。走的

那天，汽车在山路上不停地颠簸，很多

乘客因为晕车呕吐不止，经过了 3 个小

时的行驶，终于到达了中转站，她又辗

转 坐 了 1 个 小 时 的 牛 车 才 终 于 到 了 场

部。当时的农村环境非常恶劣，常常黄

沙漫天。

奶奶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年轻

时 的 照 片 ， 怎 么 比 现 在 还 老 呢 ？” 是

啊！天天风吹日晒，人又瘦又黑的，能

不老吗？我问奶奶：“奶奶，那时候那

么艰苦，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去

下乡吗？”奶奶沉思片刻说“还去”。那

时候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干劲充足，

他们秋天上山采种，冬天砍草整地，春

天育苗栽树，夏天砍灌护苗，一年到头都

有 干 不 完 的 活 儿 ， 大 家 浑 身 都 充 满 着 劲

儿。种树，是他们唯一的目标，护林，是

他们喊了一辈子的口号。

奶奶的抽屉里有几本厚厚的相册，我

常常缠着奶奶让她跟我一起看照片，奶奶

戴 上 她 的 老 花 镜 ， 翻 开 那 些 泛 黄 的 老 照

片，认真地看照片里的每一个人，每每看

到爷爷的照片时，我总能看见奶奶眼里泛

着的泪光，她手指轻轻抚摸照片上的人。

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说：“宝贝，这是

你爷爷”。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他。听说

爷爷是一名非常杰出的林业工作者，他的

一生短暂却绚丽，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他曾

经获得的荣誉。爷爷去世是在一个深秋的

夜晚，在灯光昏暗的老房子里，他躺在炕

上，无力地拉着爸爸的手，叮嘱他好好照

顾苗圃里的小树苗，还让爸爸好好学习，

将来也要做一名林业人。

每年夏天爸爸都会带着我回老家住几

天，车子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道路两边

一 排 排 杨 树 、 柳 树 ， 阳 光 不 时 地 透 过 车

窗，洒进车内，树影斑驳，格外好看。清

晨，几只小鸟儿在我窗边清脆地鸣叫着，

那叫声唤醒了我。我轻轻地推开了窗户，

一股新鲜而又芳香的空气扑面而来。如今

的 家 乡 就 像 我 在 画 中 画 的 一 样 ， 山 是 绿

的，水是清的，田野也是一片绿色，就像

一片大草原。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曾经光秃秃的大

山如今绿树成荫，曾经荒芜的田野如今也

成肥田， 曾 经 穷 苦 的 农 村 人 如 今 也 发 家

致 富 。 这 些 变 化 的 背 后 ， 有 着 一 群 默 默

无 闻 的 人 ， 他 们 将 青 春 献 给 农 村 与 大

山 。 岁 月 的 年 轮 在 他 们 额 角 刻 下 印 记 ，

植树造林、保护环境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

里。因为他们深刻地明白有了绿水青山才

会有金山银山。 （指导教师 朱晓红）

献给塞罕坝的青春记忆

□ 张怡萱 （9岁 陕西宁强实验小学）

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着宇宙飞

船，去探索那拥有星团、星云、粒子和

太空射线的神秘太空。

我 要 当 一 名 地 球 守 护 者 ， 带 上 臭

氧 制 造 机 ， 飞 上 天 空 ， 把 臭 氧 层 的 空

洞 填 补 起 来 ， 不 让 紫 外 线 直 接 照 射 地

球 ， 破 坏 地 球 的 生 态 平 衡 。 我 还 要 带

上 清 洁 空 气 的 工 具 ， 把 地 球 上 被 污 染

的 空 气 “ 清 洁 ” 干 净 ， 把 天 空 洗 得 更

蓝、更亮。

我 还 要 当 一 名 月 球 探 索 者 ， 驾 驶

着 宇 宙 飞 船 来 到 太 空 ， 看 见 我 们 的 地

球 被 碧 蓝 的 海 水 、 连 绵 起 伏 的 山 岭 和

辽 阔 的 草 原 覆 盖 着 —— 多 么 美 的 一 颗

星球啊！

很快，我到达了月球，月球上没有很

强 的 地 心 引 力 ， 我 每 走 一 步 就 会 跳 起

来 ， 像 兔 子 一 样 。 月 球 上 到 处 都 是 大 大

小 小 的 环 形 山 ， 我 把 从 地 球 上 带 来 的 种

子 撒 在 月 球 的 沙 土 里 ， 种 出 的 玉 米 比 地

球 上 的 高 出 十 几 倍 ， 简 直 都 快 赶 上 一 棵

大 树 了 ； 我 还 种 植 了 西 红 柿 ， 那 里 的 西

红 柿 有 的 比 乒 乓 球 还 要 小 ， 有 的 却 比 西

瓜 还 要 大 ， 这 些 农 作 物 成 功 解 决 了 地 球

上的“粮食危机”。

我 更 要 当 一 名 宇 宙 探 险 家 ， 穿 梭 太

空，去看一看究竟有没有外星人，他们是

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奇形怪状，他们所

居住的星球是不是很遥远、很美丽。我会

搭建友谊的桥梁，不让地球的战火再燃烧

到星际。

我会守护着地球的期盼，飞到浩瀚无

垠的太空，找到一颗星球，有光，有水，

有 氧 气 ！ 我 会 把 它 建 造 成 一 个 有 青 山 绿

水、蓝天白云的新家园，让所有想去的人

都可以移居过去。

我的梦想上天了

河南濮阳油田第十中学尚芙名的绘画作品《天河·天和》，1 月

21 日在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本版图片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办公室提供

北京红英小学唐家岭校区陈洛琳的绘画作品《地球自拍》，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刘莲锦的绘画作

品《欢迎来到月宫重庆站》，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中

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第一小学刘安玉林的绘

画作品《花奶奶的幸福生活》，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

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黑龙江萝北县高级中学郭睿的绘画作品《列星耀华》，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浙江杭州钱学森学校张启悦的绘画作品《继往开来 逐梦

星海》，1 月 21 日在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河北承德围场第四小学张睿恩的绘画作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中国

空间站第二届“天宫画展”亮相。

陕西宁强实验小学张怡萱的绘画作品《梦幻太

空》，1 月 21 日除夕当天在中国空间站第二届“天宫

画展”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