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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把群众烦心事当自家事办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闫闫长长禄禄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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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孙泽泽洲洲：：遥遥远远深深空空的的探探秘秘者者
仰望星空的时候， 你在想什

么？ 无论答案是什么， 一定要从
地球出发， 去探索。 作为2020年
全国劳动模范、 嫦娥一号卫星副
总设计师、 嫦娥三号探测器总设
计师、 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
和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 北京空
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型号总设计
师、 研究员孙泽洲长期致力于月
球和深空探测领域研究和工程实
践。 多年来， 他带领团队先后在
月球环绕、 软着陆及巡视探测器
系统设计领域、 测控通信技术等
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科技成果， 为
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领域的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父母引导
让“航空种子”发芽成长

由于父母在航空领域从事飞
机制造相关工作， 从小在航空大
院里长大的孙泽洲， 在他幼小的
心里埋下了一颗 “航空种子”。

“小时候， 我们厂子里经常
有飞机试飞。 那个时候， 我觉得
这个行业很厉害， 而且还有一点
神秘。 等我稍长大一点就知道，
飞机是保家卫国的。” 孙泽洲说。

孙泽洲的父母很开明， 在他
成长的过程中， 并没有特别的约
束和要求， 只是在他考大学、 选
专业的时候 ， 父亲给了一些建
议。 “我母亲学的是财会， 父亲
学的是制造工艺。 当时， 学工科
还是学财会， 我有点犹豫不决。
然后， 我父亲就说， 还是学工科
吧， 对于男孩子讲， 在今后工作
中会有更多挑战， 锻炼的机会也
更多。” 孙泽洲说。

孙泽洲坦言， 小时候， 他是
一个普通小孩， 没有明确的从业
理想， 但是父母对工作的态度 ，
却给他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父母对于工作一直是非常
地严谨、 认真， 给我留下了深刻
地印象。 我毕业后， 从事航天领
域工作 ， 对这个行业的工作环
境、 氛围和要求， 很容易适应。
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息
息相关。” 孙泽洲说。

大胆创新
解决地球与月球通信难题

2004年， 我国的探月工程正
式立项。 按照计划， 这项工程分
为 “绕” “落” “回” 3个阶段。
承担第一阶段 “绕” 这项任务的
是 “嫦娥一号”。 孙泽洲正是这
颗卫星的副总设计师。 “我也是
第一次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 。”
孙泽洲说。 当时， 他分管着测控
与数传、 天线、 机构与结构、 热
控、 数管、 供配电6个分系统的
总体技术工作。 这就要求他不仅
要把握总体需求， 确保总体的高
效和系统优化， 也要对各个专业
的知识都有所掌握。 专业跨度之
大， 可想而知。

通过不断的研究和攻关，孙
泽洲解决了环月探测的诸多关键
技术难题。其中，在测控系统设计
过程中， 他创造性地设计了我国
首个深空探测测控数传星载系
统， 解决了远距离地月测控通信
的设计难题。 “地月距离有38万公
里。 当时真的觉得挺远。 ”孙泽洲
说。距离远，地球和月球之间如何
通信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孙泽洲介绍， 一般情况下，
遥感卫星距离地球只有几百或者
1千公里左右， 远一些的通信卫
星距离地球大概为 3.6万公里 ，
但是地球距离月球有38万公里，
距离一下远了10倍。 发射卫星有
很多前提， 其中一个就是地球上
的人能够对卫星进行测控， 能够
与卫星通信。 但是， 如此远距离
的通信， 并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想要解决， 最初的考虑是 “两端
想办法”： 一个是在地面想办法，
一个是在卫星上想办法。

当时国内没有深空测控网。
现有的天线口径又很小， 只有十
几米。 即便马上开始建设新的天
线 ， 从时间上考虑也根本来不
及。 “在地面想办法” 的路子行
不通， 孙泽洲将工作重点放到了
卫星上。

“我们的星载测控系统， 一
方面在设备性能上进行了提升，
让它可以感受到更微小的信号。
另一方面在信号功率分配上进行
了重新设计， 使信号提升了一倍
以上。” 孙泽洲说。 通过这些手
段和方法， 再结合地面站工作的
提升配合， 他们顺利解决了地月
间的通信问题。

反复论证
护航嫦娥三号过月夜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我国
在月球和深空探测方面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 国家在这一领域的
发展史， 无疑蕴含着从业人员的
奋斗史。

“深空探测我们最害怕的就
是设计初期有漏项。” 孙泽洲介
绍说。 作为总设计师， 如果对设
计的边界条件考虑不周， 可能会
影响整个任务的成败。 即便后期
发现了遗漏， 解决起来也会有很
大问题。

嫦娥三号探测器承担着探月
工程第二阶段“落”的使命，孙泽
洲在担任该探测器总设计师的时
候，与伙伴们一起，对探测器在降
落月球过程中以及在月球表面可
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都进行了反
复的考虑和论证。 “最初，我们反
复讨论， 探测器在月球上是工作
一个白天，还是要工作一整天？ ”
孙泽洲解释说。 因为这涉及探测
器是否要过月夜的问题。毕竟，月
球上一个夜晚的时间， 相当于地
球上的14天， 而且没有太阳能的
支持，气温又极度寒冷。

孙泽洲表示， 当时， 他们面
临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 探测器
要过月夜， 就需要能源支持。 即
便所有设备都不工作了， 还有保
温的要求。 但是没有太阳， 这个
能源从哪里来？ 其次， 月夜过去
的时候， 怎么唤醒探测器？ 经过
反复的实验、 论证， 最终， 他们
采取了依靠同位素衰变的方式来
获得能源 ， 而唤醒探测器的工
作， 则依靠太阳能来完成。

“我们考虑，探测器醒来的时
候，一定要有太阳。有了这样的想
法后，我们设计了一个计时装置，
想要依靠它来唤醒探测器。 这个
方案虽然听起来不错， 但是怎么
保证面对月球上气温的巨大变
化，计时器能够准时呢？ ”孙泽洲
说，“反复讨论后， 我们设计了这
样的场景，当探测器休眠的时候，
不需要计时。当太阳升起来后，计

时器会被触发， 当温度达到要求
时，探测器被唤醒。 ”

孙泽洲自豪地说： “在众多
的解决方案中， 我们会选出更巧
妙、 更可靠， 资源开销也更小的
方案。”

迎难而上
取得更多更好成绩

目前， 我国开展的月球和深
空探测已经属于全新的领域， 没
有既往的经验可以借鉴， 更没有
现成的技术可以参考。

嫦娥三号探测器是我国第一
个在地外天体软着陆的探测器，
设计过程中， 孙泽洲带领团队进
行了上千次桌面联试、 上万次数
学仿真， 最终突破了核心关键技
术。 嫦娥四号通信系统研制过程
中， 他带领团队反复验证， 经常
做试验到凌晨， 成功实现了月球
背面探测器与地球之间数据中继
通信的全时覆盖。 火星探测器要
一步实现 “绕、 着、 巡” 的任务
目标。 为此， 孙泽洲带领团队集
智攻关， 还远赴新疆戈壁、 内蒙
古草原进行外场试验。 “去沙漠
地区进行外场实验， 我们避开了
雨季， 还专门找了没有植被的地
方， 希望能更接近火星的地表特
征。 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
遇到了两次比较大的沙尘暴。 早
上一觉醒来， 板房门口堆满了沙
子， 门都推不开。” 孙泽洲说。

孙泽洲表示， 直面困难、 迎
难而上的信心， 来自于工作多年
的经验， 也来自于初担重任时航
天前辈的鼓励。 “承担嫦娥一号
设计任务的时候， ‘嫦娥之父’
叶总跟我说： ‘在任何时候， 出
现任何问题， 都要把它拿出来解
决 ， 而所有能拿出来解决的问
题， 都一定能解决。’ 我一直记
着这句话。” 孙泽洲说。

“作为劳模，今后，我要扛起
使命担当。 在工作中，率先垂范，
发挥模范带动作用， 不断学习和
创新。在深空探测领域，利用有限
的机会、有限的投入，取得更多、
更好的成绩。 ”孙泽洲说。

核查事实协调开具证明、 妥
善解决广场舞扰民纠纷、 联系派
出所为卧床老人登门服务……作
为市民服务热线公安局分中心的
负责人， 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
信访支队中队长李霁解决了不少
困扰群众的揪心事、 烦心事。 这
位听民意、 解民忧的暖心警察荣
获第二届 “北京榜样·政务服务
之星” 称号。

2020年9月 ， 朝阳区一名市
民反映开具户籍证明信的问题。
这名市民的户籍登记时间年代久
远， 并且存在一些特殊因素， 当
时的派出所经历拆分、 合并， 派
出所现有存档材料信息无法为其
证明很多年前的情况， 无法开具
证明。 情急之下， 这位群众拨打
了市民服务热线求助。

接此派单后， 李霁与来电人
联系核实情况， 了解到如果不能
开具证明， 可能造成这名市民无
法领取退休金 。 为解决这个问
题 ， 李霁马上联系朝阳分局人

口、 属地派出所， 组织开展会商
研究， 并主动联系当时办理户口
业务的单位， 追溯资料、 核对历
史情况。

最终， 经多项材料互相比对
印证， 警方证实了这名市民所述
的事实， 为其开具了户籍证明。

事后， 这名市民再次拨打12345
热线表示感谢， 并写了表扬信，
称赞公安机关细致负责的工作。

生活中， 广场舞不仅在居民
中成为一种有人爱又有人烦的娱
乐活动， 也成为了12345市民服
务热线的 “明星” 问题。

2020年， 李霁发现海淀区一
处体育文化公园广场舞扰民派单
情况突出 。 为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 他多次与海淀公安分局信访
及属地派出所民警一起调研， 共
同商讨制定了 “沟通、 限制、 监
测、 制止” 的工作思路。 首先通
过谈话先沟通缓和居民之间紧张
对峙的情绪， 并对来园跳舞所用
音响设备尺寸和使用时音量大小
进行限制； 再通过安装分贝提示
器、 专人巡逻等方式进行实时监
测， 一经发现音量较大的情况，
马上进行提示、 制止。 通过有效
的措施， 使这一片区老大难的广
场舞扰民问题得到缓解 ， 12345
热线派单数量大幅下降。

急群众之所急、 想群众之所
想， 李霁把每个群众的烦心事当
做自己的事去办， 尤其是要把突
出问题及时、重点解决，用行动诠
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20年8月 ， 李霁在梳理户
籍问题派单时发现， 海淀区一名

居民来电反映自己的母亲因卧病
在床不能行动， 身份证丢失无法
办理房屋过户， 求助公安机关帮
忙解决困难。 他及时与海淀公安
分局沟通联系并协调此事， 随后
分局属地派出所安排人员携带照
相设备来到老人家中， 采集了身
份证信息， 并对老人及其子女提
出的户籍政策问题现场做了耐心
解答。 身份证领取后， 老人子女
致电海淀公安分局说： “母亲因
找不到身份证揪心了很久， 怕家
里的大事被耽误了。 拿到身份证
的那一刻起， 母亲情绪立刻变好
了， 开心了好几天。 感谢人民警
察为民办实事。”

“用心工作、 用心服务， 以
民生问题作为切入点， 注重解决
群众身边事。” 李霁说。 作为承
担全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
部门的负责人， 工作中， 他把群
众真正当成 “家人”， 把群众诉
求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用自己默
默的付出， 温暖了百姓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