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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特派记者 王永端
毛梓权 吕晓平

10月 14日下午，中国女航天
员王亚平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
的消息，在王亚平的家乡山东烟台
市福山区张格庄镇张格庄村传开。
消息传来，整个村子沉浸在喜庆
中。当天下午，本报派出全媒体报
道小组赶赴烟台张格庄村，去现场
感受喜悦。

“她是全村人的骄傲”
14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说，中国女航天员将首次进驻
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也将会成
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航天
员。电视和网络信息很快在村里传
开，当天下午整个村落沉浸在一片喜
庆中。
14日晚上，福山区下起了一场

中雨，半岛全媒体记者在雨中驱车赶
赴张格庄村。
张格庄村一名村民告诉半岛全

媒体记者，下午他们通过手机获知王
亚平将成我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
女航天员的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
“村民行走在村里，都在相互说着这
一消息。”夜色中，一名村民告诉记
者，“王亚平第二次进入太空，她是我
们全村人的骄傲。”
和先前不同的是，9年前记者很

难问到王亚平父母的住处，如今记者
到村里随便询问一名村民，都愿意告

诉他们的住处。
半岛全媒体记者在王亚平父母

的住处发现，9年来王亚平父母家的
房子并没有变化，只有家门口那个
“光荣之家”的门牌更换了新的。王
亚平此次将出舱消息传来时，和 9
年前一样，王亚平的父母同样没有
在家中。后来，有村民告诉记者，
“亚平的父母好几年前就搬到小女
儿那边住了。”

“亚平和父母是低调的人”
村民告诉记者，王亚平的父母已

有70多岁，早年以种樱桃树和庄稼
为生。村民说，王亚平的父母感情和
睦，从没见过夫妻二人吵架。除了家
庭和睦之外，王亚平的父母与邻居相
处也异常融洽。
村子东南，是王亚平儿时就读

的张格庄小学，这个小学位于村子
的半山坡上。因为地势高，想从村
里进小学的大门，需要爬 50个台
阶，而王亚平的小学时代就是从这
些台阶开始的。
“王亚平小时候我们时常开她的
玩笑。”村里的一名村民称，亚平小时
侯，聪明伶俐，而且很不服输，很招人
喜欢。另一名村民说，身为航天员的
王亚平和家人一样，做人做事都很低
调。1997年8月王亚平入伍后，由于
训练时间紧，早年前曾回过家乡，之
后就很少回家了，“这次亚平将成我
们国家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
天员，可以说，这个孩子是我们村里
飞出去的金凤凰。”

俺们村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记者实地探访女航天员王亚平家乡，村里沸腾村民骄傲

四大举措护航长期飞行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首次在轨
飞行6个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
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
林西强介绍，针对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长
期在轨飞行的挑战，神舟十三号载人飞
行任务在航天员选拔、训练、健康、工
作、生活等在轨驻留保障技术方面进行
了充分研究和准备，采取针对性措施确
保航天员以饱满良好的身心状态执行长
期飞行任务。
一是高度重视经验传递。在完成既
定训练计划的基础上，安排神舟十三号
乘组与神舟十二号乘组进行天地通话。
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两个乘组及备
份航天员进行了充分交流，分享神舟十
二号乘组在轨获取的经验和感受，特别
是针对出舱活动交流了天地差异该注
意的事项，神舟十三号乘组对此开展了
相应训练，为提前进入状态、顺利执行任
务打下基础。
二是针对新增任务及状态变化，实
施重点强化训练。针对神舟十三号乘组
将要实施的出舱活动、在轨开展的实验
研究以及遥操作交会对接试验、机械臂
辅助货运飞船转位试验等项目进行重
点训练；针对1舱3船状态下新增故障
模式，组织完成了相关推演与演练，确
保神舟十三号乘组全面掌握执行任务
的各项技能。
三是强化在轨工作制度和训练。面
向半年的飞行任务，进一步强化物资管
理日制度、定期天地沟通交流制度等；
识别了长期飞行关键操作项目可能的
遗忘效应，适时安排定期在轨训练，确
保航天员以最佳技能状态应对各项正
常及应急任务。
四是加强在轨定期评估和动态调

整。神舟十三号任务中，将针对不同时
期、不同个体的身心特点，每月对航天员
健康状态进行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适时调整航天员失重防护锻炼项目、航
天员营养配餐方案，以及心理支持活动
等，确保航天员以饱满、良好的身心状态
执行长期飞行任务。

明年实现“三舱组建”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飞行任务，也
是该阶段最后一次飞行任务，该项任务
将实现五大目的。后续，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将全面转入空间站建造阶段，共规划
实施6次飞行任务，2022年底前将完成
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建造。
林西强表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
任务的主要目的为：一是开展机械臂辅
助舱段转位、手控遥操作等空间站组装
建造关键技术试验；二是进行2~3次出舱
活动，安装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转接件
及悬挂装置，为后续空间站建造任务作
准备；三是进一步验证航天员在轨驻
留6个月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保障技
术；四是进行航天医学、微重力物
理领域等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
开展多样化科普教育活动；五

是全面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
的功能性能，以及系统间的匹配性。
林西强表示，对空间站关键技术验
证阶段各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将转入空间站建
造阶段。建造阶段共规划实施6次飞行
任务，首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运送
补给物资，为随后实施的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行任务做准备；神舟十四号乘组在
轨驻留期间，将先后发射问天实验舱和
梦天实验舱，与天和核心舱对接，进行舱
段转位。
在2022年底前，中国将完成空间站
三舱组合体建造；随后实施天舟五号货
运补给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行任务，神
舟十五号乘组将与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展
在轨轮换。对空间站状态进行全面评估
后，将转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
续，将择机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与空间
站共轨长期独立飞行,开展巡天观测，短
期停靠空间站进行补给和维护升级。

神舟十三号任务六大不同
与神舟十二号任务相比，神舟十三
号任务主要有六大不同。
一是载人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
对接的方式，首次径向停靠空间站；二是
届时中国空间站将实现核心舱、2艘货
运飞船、1艘载人飞船共4个飞行器组合
体运行；三是航天员将首次在轨驻留6
个月，这也是空间站运营期间航天员乘
组常态化驻留周期；四是中国女航天员
将首次进驻中国空间站，航天员王亚平
也将成为中国首位实施出舱活动的女
航天员，而神舟十三号乘组也将包括中
国首次出舱的男女航天员；五是在神舟
十二号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多
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产出高水
平科学成果；六是实施任务的飞船、火箭
均在发射场直接由应急待命的备份状态
转为发射状态。

王亚平的“太空第二课”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林西强表
示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
王亚平将在空间站开讲“太空第二课”。
林西强介绍，神舟十号飞行任务中，
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期间，全国有
6000万中小学生在地面课堂上课，社会
反响巨大。载人航天作为有人参与的航
天探索活动，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
验室，蕴含着得天独厚、极为丰富的科普
教育资源，对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具
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空间站不仅是全
球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的研究平台，也是鼓励青少年热爱
航天、参与探索、追求科学的实践平台。
林西强说，在总结和发展载人航天
科普工作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在此次
任务中，我们策划了更加形式多样的
科普教育活动，我相信，王亚平老师会
很快再次“太空授课”。在此，我们也希
望社会各界能够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的科普事业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更加精
彩的项目建议。 据新华社

一起了解神舟十三号发射

王亚平的家乡张格庄村位于烟
台市区西南35公里处，村子东北是
门楼水库，整个村子被群山环抱。早
在2012年6月中旬，记者就曾到访
过这个小村庄。但是与当年相比，如
今的张格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当年，在村里很难见到轿车，如今
这里几乎家家门口都能看到汽车。
时间回到 9 年前的 6 月中

旬……
此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

者聚集在这个村落，期待见到王亚平
的父母，可直到下午记者们也没有见
到他们。当时的一名邻居说，这几天

王家“压力”太大，出去躲避了，“估计
晚上都不会回来”。
有这么一幕记者记忆颇深，当时

刚到村庄，在村口几名老者正坐在板
凳上谈笑风生。记者便上前询问几名
老人王亚平的家住哪里？而正当一
位老人要告诉记者地址时，被旁边的
一个年轻人拉住了：“村里不是不让
说吗！”听完，老人欲言又止说：“你们
到后面问问吧”。
最终，经过一番波折，记者才从

一位村民口中知道了王亚平的家。对
于9年前的采访“囧途”，记者现在想
来依然是印象深刻。

链接>>> 9年之变，今非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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