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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4年年 1010月月 2929日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神舟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对外公布神舟十九九
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名单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名单：：航天员蔡旭哲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宋令东、、王浩泽组成飞王浩泽组成飞
行乘组行乘组，，担负我国第担负我国第 1414次载人飞行任务次载人飞行任务。。

时隔时隔 22 年年，，航天员蔡旭哲再度亮相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航天员蔡旭哲再度亮相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
阁阁。。这次出征这次出征，，他要作为指令长他要作为指令长，，带领宋令东带领宋令东、、王浩泽两名航天员王浩泽两名航天员

奔赴太空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即将首次迎来两名中国空间站即将首次迎来两名 9090 后航天员后航天员——宋令宋令
东作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首位东作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首位 9090 后男航天员后男航天员、、王浩泽作为王浩泽作为
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我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即将开始各自的即将开始各自的““太空首秀太空首秀””。。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拉开帷幕之际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拉开帷幕之际，，记者带您走近执行记者带您走近执行
此次任务的此次任务的 33名航天员名航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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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蔡旭哲是神舟十九号飞行乘

组指令长。此次出征，距离他上次挥别

中国空间站，仅过去 22 个月。

22 个月前，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

回 舱 降 落 地 球 ，在 东 风 着 陆 场 成 功 着

陆。出舱时，蔡旭哲曾感叹：“星河灿烂，

一览无余，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太空家

园’。”

如今，蔡旭哲再度领命出征。他将

成为目前为止执行两次飞行任务间隔最

短的中国航天员。

2010 年 5 月 5 日，是蔡旭哲难忘的

一天——经过层层选拔，他和另外 6 名

战友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

那是一段向着梦想砥砺前行的征

程。想具备飞天资格，首先要通过 8 大

类上百个科目的训练。每项训练，就像

通向太空的一级台阶。每一天，蔡旭哲

都要沿着这些台阶组成的“天梯”向上

攀登。

2019 年 12 月，经过多年的奋斗与等

待，蔡旭哲成功入选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2022 年 6 月 5 日，他与航天员陈冬、

刘洋驾乘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奔赴太

空，顺利进入天和核心舱。

在轨驻留 6 个月，蔡旭哲经历了中

国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情况最复杂、技

术难度最高、航天员乘组工作量最大的

载人飞行任务——

9 种 组 合 体 构 型 、5 次 交 会 对 接 、3

次分离撤离和 2 次转位任务；首次经历

2 个乘组在轨轮换；完成一次太空授课

和 3 次出舱……大量复杂的工作，经常

让 他 们 忙 得 废 寝 忘 食 。“ 光 是 拧 螺 丝

钉 ，有 时 一 天 就 得 拧 1000 多 个 。”蔡 旭

哲说。

2022 年 9 月 17 日 13 时 35 分，蔡旭哲

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舱舱门，首次

执行出舱任务。他终于将无畏前行的脚

步，迈向那片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

那次出舱活动，蔡旭哲与陈冬配合

完成了首次舱外救援验证。为模拟失去

工作能力的航天员，蔡旭哲松开握着舱

壁扶手的双手，仅留下一个系在同伴腰

上的挂钩作为安全装置。大约 20 分钟

后，陈冬成功将他从舱外带回出舱口，任

务圆满完成。

对同伴的信赖、对载人航天工程的

信任，赋予蔡旭哲无限勇气，更赋予他继

续前行的动力。

2022 年 11 月 17 日 ，蔡旭哲和陈冬

再度搭档出舱。这是空间站“T”字基本

构型组装完成后的首次出舱活动，他们

要在问天舱和梦天舱之间，架起一道连

接两舱的“天桥”。

为了验证连接装置的安全性和稳

固性，装置搭建完成后，蔡旭哲需要在

“桥上”进行首次跨舱段舱外行走。

悬空的“天桥”之上，脚下是“深不见

底的黑”。蔡旭哲每“走”一步，都面临着

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看着“天桥”一直微微晃动，站在机

械臂上的陈冬和在舱内支持的刘洋，心

里都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蔡旭哲则一

步步坚定地向前行进，用实际行动告诉

大家——“天桥”很牢固，请队友放心，请

科研人员放心，请祖国放心！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凯旋后，蔡旭

哲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得“三级航

天功勋奖章”。当时，他心中只有一个信

念：“我要早日返回太空。”

神舟十四号任务结束，蔡旭哲迅速调

整状态，仅用半年就重新投入任务训练。

很快，他凭借自身优异表现，入选神舟十九

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新的角色，新的职责。这一次，作为

指令长的蔡旭哲不仅要磨砺任务所需技

能，还要带领好两位年轻的新队友，确保

任务圆满完成——

宋令东曾是歼击机飞行员，操作能

力强，善于动脑筋，遇到问题会从不同角

度思考解决方法；王浩泽是科研人员出

身，理论功底深，能对操作步骤提出优化

方案。

平时，蔡旭哲话虽不多，但看问题总

能抓住关键、找准要害。一年多的备战

训练，令性格互补的乘组三人配合愈发

默契。

由于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要完

成多次出舱活动与半数以上的新实验、

新项目，3 名航天员已经在地面进行了

大量出舱活动训练，并和科研人员反复

沟通、推演实验过程，确保每个环节都万

无一失。

面对此次飞行任务，乘组三人已经

做好一切准备，只待奔赴“太空家园”的

“圆梦”瞬间。

寰宇无界，行者无疆。再次踏上太

空征程，蔡旭哲的脚步依然坚定。“我们

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新时代中国

载人航天事业再立新功！”出征之际，蔡

旭哲说。

指令长蔡旭哲—

寰 宇 无 界 行 者 无 疆
■本报记者 杨 悦 特约记者 占 康

身材挺拔，面容清秀，神舟十九号载

人飞行任务乘组成员、我国首位女性航

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首次亮相便成为

万众瞩目的焦点。

2003 年，神舟五号航天员杨利伟一

飞 冲 天 ，实 现 了 中 国 人 的 千 年 飞 天 夙

愿。那时，王浩泽还在上初中。她怎么

也想不到，未来有一天，她也会在全国人

民的期待中飞向太空。

与其说，是命运之手将王浩泽一步

步指引向飞天之路，不如说，是她始终追

求卓越的精神引领着自己一步一步实现

飞天梦想。

因为出生在春分这天，王浩泽从小

就自诩“春天的孩子”，寓意自己像春天

一样充满蓬勃向上的力量。

本科学的专业是热能与动力工程，

研究生时主攻等离子体爆震，毕业后从

事火箭发动机预研工作……这么多年，

王浩泽不断涉足新的领域。她说：“我喜

欢挑战未知领域，享受从不会到会、从不

懂到懂的成就感。”

业精于勤。王浩泽研究生毕业后，

刚入职没多久，就作为一名系统总体设

计师，负责研制某新设备。消化吸收大

量文献，精心设计图纸，协调厂家生产，

进行实验验证……凭着这股钻研精神和

突出的业务能力，年轻的王浩泽很快成

为某新型动力发动机的研发骨干。

奋斗永无止境。当国家选拔第三批

航天员的通知到达王浩泽所在单位时，

一直心怀航天梦的她，得知自己符合条

件，便毫不犹豫地报名。

“航天员是代表祖国和人民出征太空

的英雄，他们就像站在金字塔尖的人。我想

试一试，哪怕落选了，也是件荣耀的事情！”

幸运的是，王浩泽通过了层层严格选拔。

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王浩泽看到，那些曾经出现在电视镜头

里的航天英雄们就在自己眼前。想到从

今以后就能与他们一起并肩奋斗，她激

动不已。

那天，王浩泽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

肩负起自己的使命——成为一名航天

员，我是幸运的。同时，能够将个人价值

和祖国需要相结合——为国出征，我更

是幸福的。”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队伍里的唯一女

性航天员，王浩泽在学习训练中不让须

眉，是大家公认的“拼命三娘”。

出舱程序训练中，航天员需要穿上

100 多公斤重的舱外航天服，模拟出舱

过闸段动作。由于服装内有 0.4 个大气

压，王浩泽举手投足比较费力，加上头盔

内头部活动受限，视野变得狭窄，只能借

助腕部反光镜来扩大视线范围。

将一个软管束的接头，插入腰际直

径仅约 1厘米的两个插孔，这个动作对于

身着舱外服的航天员来说，并非易事。

一遍遍找教员加练、反复揣摩抓握扶手

的位置和身体姿态的扭转角度……慢慢

地，她终于找到了巧劲儿，再做这个动作

便能一气呵成。

交会对接训练，也曾是横亘在王浩

泽面前的一座“大山”。不服输的她开始

了“魔鬼训练”，“太空穿针”第一人刘旺

把“独门秘籍”手把手传授给她。最终，

经过近千次的交会对接练习后，王浩泽

也能“百发百中”。

在太空，航天员不仅要具备过硬的

专业技能，还要能承受太空复杂环境的

严峻考验，挑战的是生理和心理极限。

“思绪开始神游，眼皮逐渐放弃抵抗；

时间长得让人如坐针毡，脑袋却逐渐低

垂，只能靠胳膊苦苦支撑……”72小时狭

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王浩泽在一个门

窗紧闭的房子里，和另外 2名队友靠着顽

强的毅力，团结协作熬过了三天三夜。

随后的海上吊救训练，更让王浩泽印象

深刻。那天，直升机掀起的风浪直扑过来，

密密麻麻的水花噼里啪啦砸向她，海浪变得

凶猛异常……

“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充满挑战、

人迹罕至的路，但是我爱这条路。如果

它荆棘丛生，我们就披荆斩棘；如果它

寂寞荒凉，我们就结伴前行！”每次大型

训练后，王浩泽会写下训练小结，这是

心得体会，更是激励自己勇往直前的战

斗宣言。

在一次次披荆斩棘中，王浩泽锻造

着飞天翅膀。2023 年，她入选神舟十九

号乘组，和蔡旭哲、宋令东一起执行载人

飞行任务。

一年来的任务专项训练中，指令长蔡

旭哲为他们传授了飞行经验，与她同龄的

宋令东操作能力较强，王浩泽自身的理论

功底强，他们相互补位，各取所长。

如今，王浩泽对太空之旅充满期待：

“我将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和

队友们一起精准工作，快乐生活，让每一

个日出日落都成为宇宙精彩的记忆。”

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

挑 战 未 知 梦 想 成 真
■本报记者 王凌硕 特约记者 占 康

10月29日，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

90后男航天员宋令东亮相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问天阁。

“成长历程中，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

么？”

面对这个需要岁月沉淀的问题，阳

光开朗的宋令东答案清晰：“拥有坚定的

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抵达梦想

的彼岸。”

从孜孜求学的乡村少年，到奋飞蓝

天的飞行员，再到逐梦太空的航天员，宋

令东用奋斗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刚健自

信、担当有为写下鲜活的注解。

1990 年，宋令东出生在山东曹县，

父母是农民。他的父亲自幼习武，练得

一手好拳法，却因家庭变故回乡务农，扛

起沉甸甸的家庭重担。为了让地里的棉

花长势更好，父亲凌晨四五点钟就下田

给棉花苗掐尖。

宋令东年幼时，他的母亲独自离开

家，前往县城卖凉皮补贴家用。那些年，

她经常做凉皮忙到半夜，天蒙蒙亮又骑

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除夕，是宋令东和

姐姐最期待的日子。只有那天，母亲才

会回家，一家人才能享受难得的团圆。

那一年又到除夕，宋令东像往常一

样早早来到村口，盼望父亲骑自行车载

着母亲出现。天色渐暗，天上飘起雪花，

父母的身影仍未出现。

不知不觉间，迎接新年的鞭炮声开

始在耳边噼里啪啦地不断响起，宋令东

的双腿也冻得渐渐失去知觉。就在这

时，两个“雪人”一前一后出现——父亲

扛着自行车吃力地走着，母亲深一脚浅

一脚地跟在后面。原来，在他们回来的

半道上，自行车突然坏了，耽搁了时间。

这么多年过去，这幅“风雪夜归人”

的画面，仍常常在宋令东梦境中重现。

“他们就像沙漠里的骆驼刺，具有极强的

生命力，用爱和勤劳撑起了这个家。”宋

令东说，“尽管生活很苦，但父母从不在

我们姐弟面前抱怨，反而用实际行动教

我们学会了如何笑对人生。”

父亲的刚毅、母亲的坚韧，深深影响了

宋令东。父母言传身教，把中国人骨子里

的勤劳、乐观和坚强烙在了宋令东身上。

2007 年，高中生宋令东报名参加了

空军招飞。飞行员需要较高的前庭耐受

能力，而他的前庭功能偏偏非常敏感，坐

车晕车，坐船晕船。

体检那天，宋令东硬着头皮坐上转

椅。果不其然，没几圈他便觉得天旋地

转 。 情 急 之 下 ，他 发 狠 咬 住 自 己 的 嘴

唇。血腥味逐渐弥漫开来，但他硬是没

吭一声。最终，他通过层层选拔，被空军

航空大学录取。

刚入学的一次理论课上，一位曾任

战斗机飞行员的教员分享了一个故事：

一次，他飞特技动作时，无意间看到空中

道道绚烂彩虹。

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了宋令东。下课

时，教员写下一句话：“飞行是勇敢者的事

业。最好的男子汉，去飞行。”宋令东暗自

发誓：“我，就要当那个最好的男子汉！”

入学后，前庭功能敏感仍然困扰着宋

令东。有时，他干脆让同学把自己绑在旋

梯上加强训练，不到迫不得已坚决不停。

刚上初教机学飞行时，宋令东仍然

晕得厉害。为了提高抗眩晕能力，他主

动要求教员带教时加倍加量。功夫不负

有心人。单飞考核之际，他以同批次第

一名的成绩将“起落之星”收入囊中。

正是靠着这股百折不挠的精神，宋

令东最终成长为空军航空兵某旅首位

90 后三代机飞行员，驾驶新型战机翱翔

祖国蓝天，圆满执行多项重大任务，被评

为空军一级飞行员。

2019 年，国家开始选拔第三批航天

员。宋令东心中充满期待：“想在更高的

平台挑战自己。”

参加选拔期间，宋令东曾来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参观。时任大队

长聂海胜问宋令东是哪一年出生的，他

答道：“1990 年。”

“90 后都来了！那你父亲是哪一年

的？”

“1963 年。”

“我是 1964 年的。”

看到与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首批航

天员仍在为太空飞行时刻准备着，宋令

东意识到：航天员是一份值得奋斗终生

的事业。

2021 年，中国空间站任务开启，一

年两次飞行任务，给年轻航天员提供了

更多圆梦的机会和舞台。

2023 年，经全面考评，宋令东入选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经过一

年多的共同训练，宋令东的操作能力得

到队友们一致认可。

即将飞天之际，宋令东对这次太空之

旅充满期待。他期待着，能像小时候在家

乡土地上耕种一样，尝试在太空种出红薯；

他更期待着，自己能走出舱外，完成既定任

务，欣赏浩瀚宇宙，饱览祖国大美河山。

“能够为国出征，我深感荣幸。我将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跑好‘飞天’接力

棒，展示好我们 90 后形象，将祖国的荣

耀写在太空。”宋令东说。

航天员宋令东—

不 负 重 托 接 力 飞 天
■本报记者 戚辰飞 特约记者 占 康

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亮相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亮相

蔡旭哲，男，汉族，籍贯河北深州，硕士学位。1976 年 5 月出生，1995 年 9 月入伍，1998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一级航天员，陆军大

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10 年 5 月入选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2022 年 6 月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2023 年 3

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

宋令东，男，汉族，籍贯山东曹县，学士学位。1990 年 8 月出生，2008 年 9 月入伍，201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空军中

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队中队长，被评为空军一级飞行员。2020 年 9 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王浩泽，女，满族，籍贯河北滦平，硕士学位。1990 年 3 月出生，2021 年 1 月入伍，200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四级航天员，

陆军中校军衔。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20 年 9 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神 舟 十 九 号 载 人 飞 行 任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