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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引擎轰鸣引擎轰鸣、、铁翼飞旋铁翼飞旋。。碧空下碧空下，，55架直升架直升
机依次升空编队机依次升空编队，，飞向待命空域飞向待命空域——

44月月 3030日下午日下午，，太空出差太空出差 180180余天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余天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
务乘组在这里着陆务乘组在这里着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这片荒凉的戈壁滩这片荒凉的戈壁滩
也再次因载人航天事业沐浴荣光也再次因载人航天事业沐浴荣光。。

““梯队各机梯队各机，，按计划归零飞行按计划归零飞行。。””听到搜救回收空中分队指挥听到搜救回收空中分队指挥
长刘鹏飞简短有力的报告声长刘鹏飞简短有力的报告声，，空中分队立即向返回舱收拢飞行空中分队立即向返回舱收拢飞行。。

随即随即，，返回舱点火反冲返回舱点火反冲，，伴着伴着““砰砰””的一声巨响的一声巨响，，安全着陆安全着陆。。
距离返回舱百米开外的开阔地域上距离返回舱百米开外的开阔地域上，，空中分队同步降落空中分队同步降落，，开开

舱手舱手、、技术人员技术人员、、医监医保人员医监医保人员、、通信人员陆续下机通信人员陆续下机，，紧张有序地紧张有序地
展开现地工作展开现地工作。。

医监医救机内医监医救机内，，驾驶员王一凡严阵以待驾驶员王一凡严阵以待。。现场医监医保工现场医监医保工
作结束后作结束后，，空中分队成员将开启一段新的航程空中分队成员将开启一段新的航程——完成航天员完成航天员
转运转运。。

第一时间目视发现返回舱第一时间目视发现返回舱、、第一时间回传图像信号第一时间回传图像信号、、第一时第一时
间抵达着陆现场……间抵达着陆现场……2020 多年来多年来，，搜救回收空中分队一批批队员搜救回收空中分队一批批队员
苦练精飞苦练精飞，，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球家园护航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球家园护航，，用万无一失的成绩用万无一失的成绩
向载人航天事业递交了一份份满分答卷向载人航天事业递交了一份份满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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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心跳得这么
厉害，还是在21年前”

指挥机降落，领航员程庆欣挎着飞行

作业包，第一个跳下直升机。

程庆欣的飞行作业包上，满满当当地

挂着许多载人航天任务徽章。此时，戈壁

暖阳为这些徽章镀上了一层温暖的亮色。

作为指挥机领航员，这是程庆欣第12

次参加神舟任务。望到不远处的返回舱，

他的心仍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第一次心跳得这么厉害，还是在 21

年前。”2003年，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程庆

欣，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神舟五号载人飞

船搜救回收任务。

任务当天，跳下直升机的程庆欣心跳

加速、耳膜鼓胀，和开舱手一起大步奔向

返回舱。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接航

天员杨利伟回家！”

这次任务，让程庆欣攒下了自己参与

载人航天任务的第一枚徽章。这些年，作

业包上的徽章越来越多，但他迎接返回舱

时的激动心情丝毫未减，心中的责任感、

紧迫感也越来越强烈。

领航员，是飞行员的“另一双眼睛”，

负责协助飞行员判定直升机位置，明确飞

行方向，确保直升机在陌生地域、夜晚环

境下也能快速、精准抵达。

神舟六号返回任务时，为了迎接航天

员费俊龙、聂海胜顺利回家，空中分队需

要在几乎没有参照物的内蒙古四子王旗

着陆场完成夜航飞行与夜间着陆。

为尽快攻克这一难题，程庆欣与爱人

刚刚领完结婚证，就马不停蹄赶回场区。

勘测地形地貌、应急处置预想、各机组协

同配合……星空下，每一次在陌生地域与

分队成员默契配合后的稳定着陆，都让他

兴奋得难以入眠。

2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程庆欣已褪

去青涩，一步步成长为年轻领航员眼中的

“定盘星”。

谈起这次神舟十七号回收任务筹备

期间的情形，领航员张涛、张俊豪不由得

同时向程庆欣竖起了大拇指——

空勘场次间隙，程庆欣带他们一起绘

制任务区域障碍物、地理环境信息的领航

图；协同准备，程庆欣不厌其烦地一遍遍

叮嘱他们返回舱开伞的距离、高度、时间

等细节；飞行讲评，程庆欣带着他们复盘

通报距离及位置的时机和准确度，毫无保

留地传授自己多年积累的领航经验……

4月 30日下午，冲出黑障区的神舟十

七号返回舱顺利完成抛防热大底、推进剂

排放、主降落伞打开。

瞄准缓缓下降的返回舱，5架直升机

在领航员们的协助下，呈“口”字布阵，编

织成一张“天网”，同时向预报落点“归零

飞行”，与返回舱几乎同步降落。

“我们的技术和设备越来越好了！”

神舟十七号搜救回收任务圆满结束，程

庆欣感慨道，“过去靠无线电，现在有了

北斗数据网等科技加持，回收的安全性、

稳定性大大提高。”

离开着陆场，程庆欣的手机终于蹦出

了几格信号，一条来自女儿的问候消息弹

出屏幕：“老爸，这次给我带什么纪念品回

来啊？”

程庆欣抱着手机，笑得嘴角咧到了耳

根，满脸的幸福藏都藏不住：“回去给你

‘开盲盒’！”

其实，在程庆欣看来，每次参加载人

航天任务也像“开盲盒”，都有不一样的收

获与惊喜——

神 舟 十 二 号 、神 舟 十 四 号 任 务 期

间，程庆欣与同批考入飞行学院的航天

员汤洪波、蔡旭哲，一起回忆了校园往

事，还拉了会儿家常，收获了不同寻常的

任务经历。

“同批校友上太空，说不羡慕肯定是

假的，但更多还是一种使命的荣耀和自

豪。”在程庆欣看来，能够把个人理想与祖

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紧密相连，就已经赢得

了人生中最亮眼的勋章。

看完手机，程庆欣将目光投向远处。

戈壁大漠赤光漫天，动人心魄。

“飞得很稳，感谢你们
接我们回家”

“杨利伟！”

4 月 30 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着陆现场，年轻飞行员王一凡、褚

永鹤激动地握着一本飞行训练教材，嘴

里念叨着：“追‘星’成功！回去赶紧拿给

陈晓飞看看……”

教材扉页正中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的亲笔签名，潇洒飘

逸、力透纸背。王一凡凑上前去，小心地

吹了吹，确认字迹完全干透，才轻轻合上

书页。

这是王一凡、褚永鹤第二次与航天

英雄杨利伟近距离接触，也是他们和同学

陈晓飞一路追“星”的珍贵纪念。

2011年，还是青年飞行学员的陈晓飞、

王一凡、褚永鹤三人，在学校现场聆听了杨

利伟的演讲。跟随航天英雄重温那段动人

的经历，年轻的飞行学员们无不憧憬着，将

来有一天，自己也能飞上太空。

在榜样的引领下，航天报国的信念在

三人心中扎根。后来，陈晓飞、王一凡、褚

永鹤顺利毕业，成长为空勤人员。虽然没

能如愿加入航天员队伍，但他们不断苦练

精飞，在各自岗位上一次次迎接航天员返

回地球家园——

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陈晓飞、王一凡

分别担任地面引导员、联络员，褚永鹤担

任医疗救护机副驾驶员。

每次飞行训练结束后，陈晓飞、王

一凡都会针对搜救飞行训练重难点、编

队协同等细节，与褚永鹤复盘讨论。任

务当天起飞前，褚永鹤通过机载无线电

向陈晓飞、王一凡喊话：“我一定平稳顺

利地接航天员回家！”

神舟十三号任务中，三人分别担任医

监医救机、医疗救护机副驾驶员。褚永鹤

将自己参与搜救回收任务的飞行经验分

享出来，三人在比学赶帮超中不断磨砺飞

行技能。

协同夜航飞行、野外场地起降等课目

训练中，他们相互提醒，只为落得更精准、飞

得更安全；讲评飞行姿态、编队调整、气流应

对等细节时，他们实事求是、不顾面子，将每

一个细节捋顺拉直……

最终，三人驾机分别完成航天员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的转运工作，收获航天

员乘组的一致点赞。

这次神舟十七号任务中，三人再次经

历岗位变换——

王一凡驾驶医监医救机，搭载航天员

汤洪波完成转运；褚永鹤驾驶通信机与北

京指挥部建立通联，通过机载设备实时转

播现场画面。

而这一次，陈晓飞没能到着陆场。他

和部分同事作为应急备份力量，在后方随

时待命。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我

将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请你们随时监督！”

陈晓飞对王一凡、褚永鹤说。

4 月 30 日 17 时 46 分，神舟十七号返

回舱顺利着陆。现场医监医保工作结束

后，航天员汤洪波被转运至直升机后舱。

“起飞！”王一凡强抑内心的激动，操

纵引擎平稳升空。

螺 旋 桨 再 次 转 动 ，隆 隆 作 响 。 直

升 机 落 地 后 ，航 天 员 汤 洪 波 沉 稳 的 声

音从王一凡身后传来 ：“飞得很稳 ，感

谢你们接我们回家！”

这一刻，王一凡的内心被喜悦和自豪

冲击着。他的耳边响起了出征前陈晓飞

拍着他肩膀说的话：“真替你们开心！也

为我们骄傲！”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
成功，不是靠口号喊出来
的，而是靠一代代航天人脚
踏实地干出来的”

搜救回收空中分队至今已经11次安全

护送航天员回家，分队成员柴华参与了其中

10次。“载人航天搜救工作对时效性、精准度

要求极高。”从参加搜救回收任务第一天起，

他就将这句话默默刻在了心底。

第一次担任地面引导员时，柴华由于

缺乏任务经验，将气象风向通报成了航空

风向，导致直升机编队顺风着陆。

虽然装备没有受损，指挥员也没有责

怪柴华，但这次“失败”的地面引导经历让

他跟自己较上了劲。从那以后，他没事就

研究飞行技能。

第一次夜航搜救，柴华驾机进入航线

时受大风影响，速度一时难以把控。是倒

退飞行还是复飞？紧急关头，老机长的指

令从耳机中传来。柴华立即按照指令复

飞，在第二圈时成功用机载探照灯照射发

现返回舱，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不久后，搜救回收空中分队赴酒泉

卫 星 发 射 中 心 历 史 展 览 馆 参 观 见 学 。

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

关、特别能奉献”这块展板前，柴华驻足

沉思许久。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不是靠

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一代代航天人脚踏

实地干出来的。”柴华明白，空中分队是返

回舱回收处置的拳头力量，“舱落机临也

一样，能早到一分钟，绝不晚落一秒。”

这次深刻的感悟为柴华进一步明确

了方向、鼓足了干劲，促使他不断研学航

空理论、苦练飞行技术、完善处置预案、严

苛飞行标准……

2021 年，搜救回收空中分队紧跟神

舟任务的脚步，将“主战场”从内蒙古四

子王旗着陆场，迁移至巴丹吉林沙漠腹

地的东风着陆场。

东风着陆场内有戈壁、沙漠、山地等

多种地形地貌。面对全新的任务区域，空

中分队将搜索区域分成若干份，进行“耕

地”式勘察，“清除”地面障碍物对低空搜

救飞行的安全威胁。

每次勘察结束，柴华和领航员们经常

嘴唇干裂。顾不上喝口水，他们又聚到一

起，将勘察到的电线、民房、丛林等各种障

碍物信息，精准标注到前期绘制的各类地

形地貌区域分布图上。

队员们还不忘打趣一番：“勘察结果就

得趁‘热乎’赶紧誊到地图上，航线才能选得

又准又高效，航天员才能安安稳稳地回家。”

巴丹吉林沙漠变化多端的天气，也为

空中分队带来更多挑战。

神舟十五号任务前的一次综合演练

中，5架直升机正按计划向任务停机坪转

场飞行，一场沙尘暴不期而至，能见度锐

减至不足1公里。

此时，机群距离任务停机坪 20公里，

返程则需70公里。如果返程，不仅会影响

演练，还可能导致与地面分队的协同配合

出现疏漏。

“各机向目的地机动，按照 20公里速

度差，从后往前依次减速、拉开间距……”

关键时刻，指挥机机长柴华向编队各机机

长陈文龙、赵新国、缪伟敏、卫国下达口

令，机群立即按口令变换队形飞行。

“各机加强观察，按照两分钟一架机

的频次依次着陆，后机原地盘旋等待，防

止危险接近！”抵达任务停机坪上空，柴华

仔细审度后果断下达口令，抓住沙尘减弱

的时机，驾驶指挥机率先降落。

直升机编队循着垂直地标向前摸索，

不断修正航迹，利用沙尘减弱的空档建立

航线，以最快速度逆风着陆。编队刚一落

地，又一阵沙尘暴扑面而来……

这次沙尘暴中的逆风着陆作为一次

典型案例，被收录补充至回收预案中。

柴华做过一个统计，在搜救回收空中

分队与中国航天事业共同奋飞的25年间，

他们先后制订了 50 余套回收预案、10 余

套安全飞行措施，数百名飞行、领航、机务

专业人才在任务中拔节成长。

人员不断更迭，责任使命代代相承。

搜救回收空中分队在挑战中砥砺前行，为

航天员顺利回家铺就平安航程。

““神舟神舟””返家园返家园““雄鹰雄鹰””护征途护征途
■李 好

“向阳发现目标！”4 月 30 日，伴随

一 声 口 令 ，神 舟 十 七 号 载 人 飞 船 返 回

舱 出 现 在 设 备 图 像 中 ，酒 泉 卫 星 发 射

中心向阳光学测量分队的设备镜头稳

稳跟上目标。

搭 载 着 3 名 航 天 员 的 返 回 舱 进 入

大气层，似一颗火流星，在天幕划出一

条璀璨的轨迹。

“航天员从太空回家，我们最先‘看’

到。”光学设备主管蔺东伟自豪地说。

向 阳 光 学 测 量 分 队 ，是 载 人 飞 船

返回舱搜救回收任务中测控系统的重

要一环，主要担负返回舱进入大气层、

突破黑障区等关键时段的光学跟踪测

量任务。

从 神 舟 十 三 号 任 务 开 始 ，历 次 返

回 任 务 ，该 分 队 获 取 的 图 像 都 出 现 在

央视直播画面中。

蔺 东 伟 有 条 不 紊 地 下 达 指 令 ，各

岗位操作手密切配合，不断调整参数，

确保第一时间将航天员回家的精彩瞬

间 呈 现 出 来 。 任 务 中 ，主 操 作 手 李 壮

在 数 十 秒 内 进 行 了 10 余 项 操 作 ，确 保

光学图像清晰稳定。

返 回 舱 穿 越 黑 障 区 时 ，只 能 依 靠

雷达和光学设备进行跟踪测量。在此

期间，设备能否稳定跟踪返回舱，对出

黑障后的返回舱测控引导和落点的及

时预报都极为重要。

为 此 ，蔺 东 伟 带 领 分 队 成 员 反 复

研究、不断优化，组织了 10 余次应急预

案模拟训练，确保各环节衔接流畅、万

无一失。

作为一个建点时间较长的测控点

位 ，分 队 一 代 代 技 术 精 湛 的 科 技 人 员

隐姓埋名，在这条艰苦卓绝、布满荆棘

的道路上开拓前行、接力奋斗。

该 分 队 荣 誉 室 里 ，陈 列 着 老 一 辈

科技人员张永林写的一篇日记：“脱土

坯 、割 芦 苇 、伐 木 料 、盖 房 子 这 一 件 件

工 作 都 需 要 充 沛 的 体 力 。 但 不 管 多

累，晚上我都要学习新装备，只有熟练

掌握新装备才能完成好任务。”

“老一辈‘向阳人’扎根大漠边缘，

用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铸就了‘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身居戈壁、志在航天’

的‘向阳精神’。”神舟十七号任务圆满

成功，蔺东伟目光坚定：“今天，新时代

‘ 向 阳 人 ’将 赓 续 发 扬‘ 向 阳 精 神 ’，与

成千上万航天科技工作者一起守望璀

璨星空，逐梦航天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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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2024年 4月 30日，神舟十七号任务搜救回收空中分队圆满完成任务。 陈 凯摄

特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