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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重走长征路
“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 “闻

所未闻的故事”。 人们从不吝惜
用各种动人的词汇赞美和讴歌中
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 而长征
经历的苦难及其开创的精神， 却
难以用言语穷尽。 这几万里漫漫
征途和那些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
们创造的英雄传奇， 始终像谜一
样充满着魔力， 吸引着无数后来
人。 几十年来， 一批又一批人重
走长征路， 一遍遍追根溯源， 探
寻究竟 ， 仿佛只有亲身经历一
次， 才能真正体验长征， 领悟长
征精神的真谛。

在重走长征路的人当中， 既
有耄耋之年重走当年路的老红
军， 又有致力于修史立著的专家
学者； 既有追寻父辈足迹的红军

后代， 又有汲取创作灵感的文艺
工作者； 既有接受教育锤炼的青
年学生， 又有沉浸于户外探险体
验的国内外驴友。 林林总总， 不
一而足。 而他们的共同之处， 是
将重走长征路当成了一次又一次
的朝圣和解谜之旅。

重温历史， 寻缅往事。 对于
当年的亲历者们而言， 长征是一
幅底色凝重的画卷， 当年他们跋
山涉水、 出生入死行进其间， 多
少战友倒下就不再起来。 许多老
红军陆续重返长征路， 寻找征战
痕迹， 追忆峥嵘岁月， 是希望人
们能够记住早已散去的硝烟和战
火， 记住那些为了革命胜利献出
了生命的先烈。

还原历史、 抢救史料。 一些

记者和史学工作者抱着对历史负
责的态度重走长征路， 他们寻访
红军当年的足迹， 寻找长征的亲
历者或当事人， 收集资料， 对这
一段历史进行深入研究。 上个世
纪８０年代 ，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以７６岁高龄重走
长征路， 遍访在世的老红军， 写
下了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
事》。 该书以独特的角度描述了
中国革命和长征， 在美国出版以
来， 读者众多， 并在欧洲、 亚洲
多个国家翻印出版。

感悟历史 、 追根溯源 。 今
天， 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屈
精神的象征和符号， 越来越多的
人愿意身临其境地体验长征、 感
悟长征。 他们通过重走长征路，

体验当年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
重温征途的艰难险阻， 追忆红军
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虽
然， 今天重新走在长征路上， 人
们交通便捷、 衣食无忧、 性命无
虞， 所遇到的困难也许不及当年
红军长征时的万分之一， 但是，
通过重走长征路， 他们的心灵得
到净化和洗礼， 意志和体魄经受
磨砺和锻炼， 精神和斗志受到振
奋和鼓舞。 重走长征路， 是对历
史的铭记 ， 是对中国革命的回
顾， 也是向革命先烈致敬的崇高
方式。

几十年来， 一代代、 一批批
的人们热衷重走长征路。 无论是
出于什么目的， 有着什么想法 ，
但当他们走过了长征路， 他们的

心灵会得到净化， 境界会得到提
升， 心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这条路上， 他们真正认识了中
国共产党， 认识了人民军队。

伟大的长征既是辉煌的胜利
之路 ， 又是苦难曲折的艰辛历
程 ， 它 是 中 国 革 命 由 濒 临 失
败 的 关头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
点 。 今天 ， 在实现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长征路上， 同样面临各种
困难与挑战， 前进的道路依然不
会平坦。 为此， 我们要继承我党
我军的优良传统， 弘扬伟大的长
征精神， 汇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
力量， 为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而
努力奋斗， 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
长征路。 据新华社

问号一： 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行任务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武平：

一是为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在轨运营提供人员和物资天地往
返运输服务， 考核验证空间站运
行轨道的交会对接和载人飞船返
回技术； 二是与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对接形成组合体， 进行航天
员中期驻留， 考核组合体对航天
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保障能力，
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的能
力； 三是开展有人参与的航天医
学实验、空间科学实验、在轨维修
等技术试验，以及科普活动。

问号二： 神舟十一号飞
船与以往相比为何变化不大？

神舟十一号飞船总设计师张
柏楠：

神舟十一号在外观、任务、技
术上均与神舟十号相似， 为了验
证空间站关键技术， 神舟十一号
只在技术状态上略有调整。 神舟
十一号的发射表明我国已掌握天
地往返运输技术， 神舟飞船的技
术状态已基本稳定， 从产品研制
阶段进入新的应用阶段。

神舟十一号之后， 神舟系列
飞船将为后续的空间站提供人员
运输服务， 它的主要任务将从突
破关键技术转为保证任务的可
靠、航天员的安全。

问号三： 神舟十一号飞
船为什么只搭载两名航天员？

神舟十一号飞船总设计师张
柏楠：

神舟十一号任务的主要目的
之一， 是开展航天员在太空中期
驻留试验， 因而刻意延长了驻留
时间。受生命保障系统能力限制，
为延长航天员在太空驻留时间，
只能减少人数。此前，我国航天员
在太空驻留时间最长的是神舟十
号任务，共在轨飞行１５天，其中１２
天生活在天宫一号与飞船组合体
里。 而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将完成
３０天的在轨驻留。

我国空间实验室的生命保障
系统并非可再生式， 与国际空间
站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当我国空
间站建成后， 也将采用可再生生
命保障系统。

问号四： 两名航天员在
太空将做哪些工作？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武平：
针对神舟十一号任务要求和

特点， 飞行期间航天员将实行每
周６天、 每天８小时的工作制， 以
及天地同步作息制度。 航天员进
驻天宫二号后， 将开展多项在轨
试验。比如，首次开展我国航天飞
行中的医学超声检查， 可以实时
检测航天员心肺功能； 参与多项
应用载荷技术试验， 更换空间材
料制备样品， 进行太空植物栽培
试验等；开展在轨维修操作，进行
人机协同验证。

此外，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
号组合体飞行期间， 还将开展一
些科普项目。比如，随神舟十一号
飞船进入太空的， 有香港中学生
太空科技设计大赛的３个获奖项
目，即“太空养蚕”“双摆实验”和
“水膜反应”。 航天员将在轨完成
这些实验， 帮助学生认识了解微
重力环境中事物的状态变化。

问号五： 两名航天员在
太空吃什么？

航天员中心食品营养研究室
副主任曹平：

３３天的任务中， 航天员的食
品在种类上比前期的神舟九号、
神舟十号更加丰富，有１００多种。

在神舟十一号自主飞行段 ，
航天员可能食欲不佳， 所以会配
备粥等清淡的食物。

正式入驻天宫二号后， 航天
员可以享受如同在家生活一样一
日三餐的待遇。 吃饭时间与地面
同步，包括主食、副食等六大类产
品，酱牛肉、鱼香肉丝等传统菜肴
都有。５天之内菜谱不会重样。

不仅有美味的菜肴， 航天员
还可以享用甜点。比如，太空冰淇
淋，看上去像白色泡沫一样，是干
干的、硬硬的，但是吃在嘴里的口
感据说还不错。

航天食品的保存期限一般在
一年以上， 但不含防腐剂， 是安
全可靠的， 可以在美味可口的同
时， 为航天员提供充足的能量和
营养素。

为了让航天员吃到热腾腾的
饭菜， 天宫二号里面配备了专用
的食品加热器。 航天员的饮用水
也是经过特殊方式消毒， 能够长
期保质。

问号六： 两名航天员在
太空“玩”什么？

航天员陈冬：
这次任务的作息将采取“６＋

１”模式，也就是说每工作６天，会

有１天休息时间。
每晚８点到１０点是航天员的

机动时间， 我们可以做自由娱乐
和个人整理。 个人休闲是个性化
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喜好进行配
置。还可以摄影摄像、听音乐等。
隐私都会得到保护。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航天飞行
任务， 我会珍惜在太空中的每一
刻。一定会多看看窗外的美景、美
丽的地球和我的祖国， 还会尝试
做一些地面做不到的事情。 有空
的话，会看看家人和战友的照片、
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写写日记，
真是非常期待啊！总之，就是细致
工作、健康生活、享受失重。

问号七： 航天员万一病
了怎么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
主任武平：

飞行期间将综合利用医疗问
询、基本生理指标检查、尿常规检
测，以及心肺功能检查等手段，定
期对航天员实施健康状态评估；
加强舱内微生物控制， 配置预防
治疗药品和有关医疗器械， 确保
飞行期间航天员的健康。此外，这
次任务首次建立起天地远程医疗
支持系统，通过天地协同会诊，来
解决航天员的在轨“看病”问题。

针对在轨飞行时间长的特
点， 加大飞行期间对航天员的心
理支持力度。 在专业心理医生支
持、亲情交流、航天员团队支持等
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技术支持手
段。比如，研制了基于虚拟现实技
术的心理舒缓系统， 升级了天地
信息交流系统， 航天员可以随时
和地面沟通信息、传递邮件，与亲
朋好友进行音视频交流， 以此来
缓解航天员的压力， 保证航天员
的心理健康。

问号八：５０岁的景海鹏
为何选择第三次出征太空？

航天员景海鹏：
航天员是我的职业， 太空飞

行是我的事业， 更是我崇高的使
命。虽然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风
险乃至危险，但我喜欢、热爱甚至
享受我的工作。

作为一名航天员， 能够多次
执行太空飞行任务， 是我们的梦
想和追求。非常荣幸，我能够第三
次出征太空。

面对每一次任务， 我都会从
零做起、 全力以赴、 做最好的自
己。当然，经历了１８年航天员职业
的磨练，历经了两次飞天的考验，

变化是必须的，我更加成熟、更加
自信、更加坚毅果敢，心态更加平
和阳光，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
感激和感恩。

问号九： 陈冬首飞太空
做了哪些准备？

航天员陈冬：
从我加入航天员队伍以来 ，

就一直在做各项准备，在思想、身
体、心理、专业技能和团队协作等
方面接受全面训练， 为每次任务
打牢基础。此外，针对每次任务，
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在这次任务中， 我们重点提
高了应急情况处置能力、 医学急
救互救能力、空间实验能力。我感
到， 只有把地面训练当作太空实
战，才能在太空实战中自信从容，
就像在进行地面训练一样。

景海鹏师兄在工作中是我的
老师，在生活中是我的兄长，他工
作非常认真，要求非常严格，经验
非常丰富， 这次能与景师兄组成
飞行乘组，我觉得很幸运，心里很
踏实、非常有底！

问号十： 神舟十一号发
射后中国载人航天向何处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
挥 、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
育林：

载人航天工程对民族复兴和
国家强盛，对推动国家科技进步，
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充分证明了
中央决策的科学和正确。 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 与世界先进水平相
比，我们还有差距。

随着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
远、更大。

神舟十一号是一个标志。 随
着下一步中国空间站的建成， 我
国载人航天将进入常态化运行阶
段。到时候，飞船发射不像现在隔
几年发一次，而是一年发几次，以
保证航天员定期往返。 在空间站
建成阶段， 不仅有现在以航天器
驾驶操作为主要任务的航天员，
还要有在轨工程师甚至游客进入
太空， 以满足社会公众探索太空
的渴望。

虽然中国空间站只有 ６０多
吨， 规模不算大， 建设得也比和
平号空间站、 国际空间站要晚，
但在推动空间产业发展、 空间制
造等方面将有一系列新的突破，
将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创
新型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打开神舟十一号
十大问号太空33天１０月 １７日 ， 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 在
长征二号Ｆ运载火箭
托举下， 航天员景海
鹏、 陈冬乘坐神舟十
一号飞船顺利升空。

按照计划， 飞船
入轨后２天内完成与
天宫二号的自动交会
对接， 形成组合体，
航天员进驻天宫二
号， 组合体在轨飞行
３０天。 随后， 神舟十
一号撤离天宫二号，
并于１天内返回至着
陆场， 天宫二号转入
独立运行模式。 太空
３３天， 将谱写中国航
天的一系列新纪录。

神舟十一号载人
飞行任务的目的是什
么？ 为什么飞船与以
往相比没什么变化？
为什么只搭载两名航
天员 ？ 他们如何工
作、 生活……新华社
记者请权威航天人一
一揭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