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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策实施探

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

揽月之梦。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

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

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 年来，中国探月

工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一

条高质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党 中 央 关 心 引 领 下 ，中 国 探 月 工 程 取 得

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探索宇宙奥秘、增

进 人 类 福 祉 屡 立 新 功 ，为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全 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伟 业 作 出 卓

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
度势，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
对接续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
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画，
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指明方向，推动中国探月工程实现
历史性跨越

2024 年 6 月 25 日下午，内蒙古四子王旗

阿木古郎草原。湛蓝的天幕下，一顶红白相

间的大伞缓缓降落——嫦娥六号返回器携带

月背样品到家了！

完成历时 53 天的太空之旅，嫦娥六号实

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美 国《纽 约 时 报》载 文 称 ，嫦 娥 六 号 任

务 带 回 的 样 本 ，可 能 为 研 究 月 球 和 地 球 的

起 源 提 供 线 索 ，这 是 中 国 探 月 计 划 的 最 新

成 果 ，显 示 出 中 国 航 天 日 益 增 强 的 综 合 实

力 ，标 志 着 中 国 一 系 列 探 月 任 务 的 又 一 次

胜利。

自 2004 年启动实施，中国探月工程步步

衔接、接续跨越、连战连捷：

2007 年，嫦娥一号成功绕月，实现中华民

族千年奔月梦想；

2010 年至 2012 年，嫦娥二号实现对月球

的高精度测绘、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科学探测

和图塔蒂斯小行星飞掠探测；

2013 年，嫦娥三号携“玉兔”号月球车成

功着陆月球；

2019 年，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背着

陆巡视探测；

2020 年，嫦娥五号从月球正面采集 1731

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2024 年，嫦娥六号带回人类首份 1935.3

克珍贵月球背面月壤……

进 入 新 时 代 以 来 ，面 对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加 速 演 进 ，科 技 革 命 与 大 国 博 弈

相互交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

势 ，从 党 和 国 家 发 展 全 局 高 度 对 接 续 实 施

月 球 探 测 、深 空 探 测 等 航 天 重 大 工 程 作 出

战略擘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向，推动

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空间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

个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

“科技创新深度显著加深，深空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

高点”；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

才能抢占先机”；

……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始终难忘

那 一 幕 ：2013 年 12 月 15 日 深 夜 ，习 近 平

总书记专程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彼时，远在地球 38 万公里之外，嫦娥三

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虹湾区域，“玉兔”号月球

车安全驶离着陆器到达月面。23 时 45 分，经

过地面数据接收和处理，飞控大厅大屏幕上

显示出“玉兔”号月球车的清晰图像，一面五

星红旗鲜艳夺目。

“习近平总书记聚精会神地观看、聆听，

同大家一起鼓掌，还来到科研人员中间，同大

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吴伟仁回忆。

党的十八大以来，嫦娥三号、嫦娥四号、

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会

见任务参研参试人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慰

问，对中国探月工程提出期望和要求。

“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一步一个脚印，

一棒接着一棒，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

就梦想。”

2021 年 2 月 22 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灯光

璀璨，暖意融融。习近平总书记同嫦娥五号

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合影，在他身边就座

的是年逾九旬的探月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孙家

栋院士和年逾八旬的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

恩杰院士。

一张张照片，定格笑容；一次次嘱托，鼓

舞人心。

“要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最大限度支

持和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造”；

“要不拘一格、慧眼识才，放手使用优秀

青年人才，为他们奋勇创新、脱颖而出提供

舞台”；

“要激励更多科学大家、领军人才、青年

才俊和创新团队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以实

干创造新业绩，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实现人生

价值”；

……

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

20 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探月“朋友圈”不

断扩大。

嫦娥六号搭载来自欧空局、法国、意大

利、巴基斯坦的 4 台国际科学载荷；嫦娥七号

任务已遴选 6 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任务向

国际社会提供约 200 公斤的载荷搭载空间，

已收到 30 余份合作申请。

今年 5 月，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

霍拉-迈尼在实地观摩嫦娥六号发射后，对中

国探月航天器搭载各国载荷所体现的国际合

作精神表示赞赏，期待中国为人类外空探索

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时表示，中方欢迎各

方“参与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推动国际月球科

研站建设合作。目前，已有 10 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和 40 余个

国际机构与中国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

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新时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掷地有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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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

班创办 7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努力把新疆班办得更有质

量、更有成效，为新疆培养造就更多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团结一

心、锐意进取，为加强新疆干部队伍建

设、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新疆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更大贡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木塔力甫·艾力曾两

次在新疆班学习，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70 年来，在新疆班‘精心滴灌’的

培养下，一大批毕业学员历经淬炼，成长

为扎根边疆、奉献边疆的骨干力量，充分

体现了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高度重视。”

木塔力甫·艾力说，自己将始终牢记在新

疆班的所学所获，不断把理论知识转化

为服务各族群众的实践本领，努力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贡献力量。

“70年来，新疆班始终伴随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步伐前进，走过了不平凡的

历程，培养出一批对党忠诚老实、理论功

底扎实、政策把握到位、矢志为民造福的

优秀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疆班 70

年历程的高度肯定，让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高红妮更加明确了接下来的努力方向。

“能够来到新疆班学习，机会宝贵、

使命光荣。”高红妮说，自己将时刻对标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补短板、强

弱项，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悟规律、

明方向、学方法，不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为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

疆方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打下坚实基础。

对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

部新疆干部培训工作办公室主任、组织

员刘君栩来说，三年的援疆经历让他与

新疆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更体会

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作为组织员，既要提升学员管理水

平，也要全心全意为学员做好服务。”刘

君栩说，要结合新疆班学员特点和学习

需求，一方面引导学员自觉加强理论武

装、提升理论修养、开展课题研究，另一

方面也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

穿办班全过程，切实引导广大学员不断

增强“五个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扣新疆干部

队伍特点和工作实际所需，健全常态化

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为我们下一

步工作明确了目标导向。”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秘书长、培训部主任王洋表

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紧密结合新时代民族地区好干部

的标准，加强对新疆干部教育培训规律

和干部成长规律研究，不断丰富和完善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治疆方略课程体

系，加强党性锻炼和专业训练，全面提高

新疆干部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

（下转第三版）

为建设大美新疆拼搏进取、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

创办70周年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凝聚奋进力量

某 部 在 改 进 党 委 机 关 工 作 作 风

时，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融入官

兵，在与官兵打成一片中听兵声、知兵

心。这一做法，不仅密切了官兵关系，

也促进了单位建设发展。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官兵甘苦与

共、生死与共，形成了团结、友爱、和

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实践证明，领导

干部只有真正与官兵打成一片，用自

身言行为官兵作出好样子，才能赢得

他们的信任。

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持续用心用

情密切内部关系，提升部队凝聚力战

斗力。但仍有个别领导干部把处理官

兵关系单纯作为部队管理问题，不远

不近也不亲，只有工作对话，缺少感情

交流；还有的对官兵真实情况了解不

深、思想底数掌握不准……类似这样

的情况，容易与官兵产生隔阂，进而影

响官兵关系。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沉淀多

少真情。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扑下

身 子 、放 下 架 子 ，多 端 端 战 士 的 碗 ，

多睡睡战士的床，想官兵所想、急官

兵所急、解官兵所忧，在上下同心同

力 、官 兵 亲 密 无 间 中 把 强 军 事 业 推

向前进。

自觉与官兵打成一片
■刘晓洋

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风 采

爬上“绝望坡”，西部战区某部一级

上士陈杨长舒一口气。

“绝望坡”，雪山之上，坡度极陡。每

次爬到一半，陈杨都感到身上的设备重

若千钧，呼吸也变得困难。为了增强攀

登能力，陈杨上高原前的几个月就开始

加强体能锻炼。

山坡最高处，不仅有陈杨搜寻信号的

忙碌身影，还有他践行使命的坚定脚步。

2010年，陈杨入伍不久，就参加了某

岗位选拔。他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最终

凭借过硬能力素质，成功入选。对陈杨

来说，这是他开启专业淬火之路的起点。

2014 年的一次小组例会，专业骨干

齐聚一堂。会上，陈杨大胆提出某项建

议，得到与会人员的关注和肯定。“陈杨

提出的战术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参加小

组研判的机关参谋、曾被评为“最美新时

代革命军人”的曾文龙欣喜地说。

没过多久，陈杨因工作需要被调到

曾文龙所在科室。在这里，陈杨在曾文

龙指导下，向着新目标发起冲锋。

经过刻苦训练，陈杨的耳朵越来越

灵敏，能在不同频率声音中快速分辨目

标信号；他的眼睛越来越锐利，能在频谱

图里精确锁定目标线条。他的专业技能

越来越精湛，多次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

重大任务。

2019 年，陈杨带队执行某项重大演

训任务。这是战区成立以来首次组织该

类任务，也是陈杨第一次带队。如何高

效完成任务，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任务地点位于一座海拔 4000 多米

的高山。为寻找合适点位，陈杨和队友

背着沉重的设备，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爬

上去测试。在 2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

铆在数据采集一线，最终出色完成任务。

任务归来，陈杨带着 2 项研究成果

走上答辩台，成功获评全军某相关成果

奖项一等奖。

一名军士竟然以第一作者身份获评

该奖项，这让许多人大吃一惊。陈杨知

道，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多亏了曾文龙的

鼓励和帮助。

当初，陈杨和队友从高原返回后，按

惯例，他只需将采集的样本交给专业分

析人员即可。可曾文龙态度坚决：“你不

仅要做数据分析，还要负责撰写报告。”

陈杨心里清楚，这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最终，他咬咬牙，接下了这个任务。

不久，陈杨把一份近百页的报告交

给曾文龙。“我就知道，你一定行。”曾文

龙笑着对他说。

正如曾文龙期待那样，陈杨不仅自

身业务能力快速提升、工作实绩突出，还

多次到战区多个单位授课，先后帮带培

养出 50 多名业务骨干。

入伍 15 年，陈杨靠着这股拼劲、闯

劲，一次次战胜困难挑战：为完成某项研

究，他深入密林不慎被毒虫咬伤；为完成

某项重要任务，他在高原雪山连续鏖战

200 余天；为搜寻最佳信号，他背着设备

翻山头、攀悬崖……

“班长，您长期坚守在这样艰苦的地

方，靠的是什么？”在雪山上执勤的新战

士忍不住问他。“使命！”陈杨的回答掷地

有声。

屋外，高原的风呼呼作响。屋内，陈

杨向战友说着心里话：小时候，我的理想

是“当兵守国门”，像参加过保卫边疆战

斗的爷爷那样，在战场上冲锋杀敌；来到

部队后，我对“国门”有了新的理解。

“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坚守有形的

‘ 国 门 ’，还 要 守 好 看 不 见 的‘ 无 形 国

门’。”陈杨说。

无数个寒风与星光相伴的夜晚，陈

杨和战友坚守在雪山之上，守护着“无形

国门”。在这里，除了看不到的信号、摸

不着的数据，还有他们对祖国永恒的热

爱和赤诚的信仰……

上图：陈杨（左）近影。 巫岱玥摄

西部战区某部一级上士陈杨—

忠 诚 守 护“ 无 形 国 门 ”
■本报记者 张磊峰 杨明月 特约记者 彭小明

秋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开展战术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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