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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为太空搭天梯
——— 专访“胖五”背后的三位90后山东籍航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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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马文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潍坊
职务：“长五”火箭芯级发动

机总装设计工程师

我1993年出生，山东潍坊高密
人，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毕业。选
择成为一名航天人，是我从小到大
的梦想，所以毕业后求职，就格外
关注航天的岗位。到了北京航天动
力研究所后，我负责“长五”火箭芯
级发动机总装设计工作。

对我们而言，工作中最有挑
战性的一点，就是处理突发事件。
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可能会出
现各种情况，出现情况后应该怎
样判断、及时找出问题，是最考验
人的一点。有时候看着只是一个
参数的变化，背后可能会折射出

大隐患，这就极强地考验着工程
师的预判能力。

对我们来说，再细心都不为
过。火箭发动机是火箭和航天器
的心脏，它的发展水平决定了航
天活动的规模和实力。发动机有
成千上万个零组件，确保各个零
组件生产、装配、测试没有问题，
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在发射前，
我们还要做大量的检查和测试工
作，反复确认发动机各项参数性
能良好，保证发动机不带问题上
天，确保发射任务成功。

根据现在的工作安排，作为
科研人员，我们可以完完整整地
参与一台发动机从无到有的过
程，这一点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
对年轻的航天人来说，能够参与

“长五”的发射任务更是一种自
豪。“长五B”运载火箭是我国低

轨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而芯级
发动机作为火箭的主要发动机，
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燃烧后产
生的是水，无毒、无污染，效率也
是最高的。

当然，这些说起来高大上，落
实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中，很多都
是比较琐碎的事情。除了科研和
试验，我们也要写文件和报告，做
很多日常工作，以保证发动机正
常生产、装配和测试。我们团队中
年轻人很多，虽然工作很忙，尤其
是发射前压力很大，但是大家还
是会偶尔一起聚聚聊聊日常，不
会一直都紧绷着。

我相信每一位航天人都一
样，最兴奋、最激动的时刻，就是
火箭发射完成，看到发射成功的
大红屏。

当发射成功后，那一刻的喜

悦、释然，真的无法用语言描述，
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感觉
像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孩子，拿到
了一个满分的成绩，完成了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使命。所以那一刻
的喜悦也是特别不同的，真的会
热泪盈眶。

因为这一刻的热泪盈眶，工
作再琐碎、身体再疲惫，也都觉得
值了。因为参与到航天事业中的
这种自豪感，让工作变得特别有
意义。

当发射成功的时候，我知道，
这里面有我一部分的努力。

他们是奔涌的后浪，用沸腾的青春，展现新生代航天人的力量。当青春遇到火箭，会上演怎样精彩的奔跑故事？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有这样一群“90后”，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选择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扎根海岛、矢志追梦。作为“长五”研制团队的成员员，他们

在每一天细致又烦琐的工作中，将未来寄予浩瀚星空。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话这群“长五”背后的“托举人”，听他们讲述如何在青春的年纪纪，搭建中国人通向月球、火星和空间站的“梦想天梯”。

“每一项测试都精心操作，发射时就会有底气”

姓名：刘辉
年龄：25岁
籍贯：山东菏泽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

箭助推动力系统指挥

我1997年出生，目前是长征
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助推动力系统
的指挥。我们团队中年轻人很多，
我应该算是指挥里年纪最小的。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本
科，被保送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读研。研究生
课题主要围绕着火箭进行。读研
的三年，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半工
半读，所以参加工作后很快就适
应了工作节奏，能够比较早地担
任系统指挥。

火箭主要由结构系统、动力
系统、控制系统构成。结构系统是

火箭的躯壳，保护内部各组织；动
力系统是火箭的力量之源，主要
由推进剂、增压输送系统和发动
机组成；而控制系统就像是大脑，
指挥火箭控制飞行速度、工作方
式以及确定飞行目标。

作为此次长五发射动力系统
的指挥，我感觉不是特别紧张，因
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与大型的
发射活动。在每一项测试中都精
心操作，认真判读，确保火箭状态
良好，等到发射时心里就会比较
有底气。

对我来说，能够成为一名航
天人是非常快乐、非常自豪的事
情。这不仅是我大学时代的梦想，
也是我将坚守一生的事业。在我
看来，没有什么工作像航天事业
一样，能够让人这么心潮澎湃。每
次在基地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专

家，我都觉得航天事业是可以从
事一辈子、奉献一生的。

当然，工作也有很多辛苦。有
时候出了一个问题，所有人都会
连轴转，甚至几天不休息，找到问
题所在。这种航天人拼搏的精神，
也鼓舞了我。我觉得大家都很拼、
很厉害，让我很受触动。

很多人很好奇我们在基地的
生活。我们有宿舍，还有健身房，
还有可以看书、喝咖啡的“职工小
家”。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自天南海
北，所以食堂师傅也会尽力照顾
到大家的口味。食堂师傅很会做
北方菜，陕西的面、北方的馅饼，
甚至还有北京卤煮，每天都会有
一个特色小吃，菜品挺丰富，我们
吃得也很开心。

毕竟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平
时不仅有工作，还有休闲娱乐。我

的休闲方式就是跑步、打羽毛球、
去健身房。我不太喜欢玩游戏，偶
尔会看动漫。工作节奏很快，我也
会通过这样的方式调节自己。

唯一觉得有点不适应的就
是天气。海南的气候跟咱们山东
差别挺大，尤其是夏天，湿度特
别大。空气里感觉都是黏糊糊
的，出门就是“蒸桑拿”。比湿度
更让人难受的是蚊子，海南的蚊
子咬人很厉害，叮一下就起一个
大包。

我最骄傲的就是火箭发射任
务圆满成功的时候。大厅里响起
掌声，那一刻就觉得，作为一名航
天人真是自豪，能够为航天事业
做贡献真是自豪。上次发射任务
结束后，爸妈从老家打来电话，说
在电视上指挥大厅的镜头中看到
我了，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完成每个阶段的工作后，都要进行研判和总结”

姓名：李国新
年龄：29岁
籍贯：山东聊城
职务：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

箭活动发射平台总体技术负责人

我2019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北京航天发
射技术研究所。研究生期间，我的
专业是机械电子工程，主要做一
些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工作，与我
目前从事的航天工作比较对口。

我是1993年出生，今年29岁。
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挺
多的，很多年轻人一到岗位上就
承担起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样也
能很快成长起来。

航天，是我一直以来的向往。
高考完填报志愿的时候，我选择
的专业绝大多数与航天相关，并
且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与航天相关
的知识。找工作时投简历，也是首
选航天工作。

一提到航天，很多人都觉得

很高大上，但实际上非常辛苦。而
且发射基地都在人烟稀少的地
方，自然环境也相对恶劣。入职之
前，我对航天就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航天精神的引领下，我做好了
心理准备。

近两年，我多数时间都在文
昌发射场，从去年发射空间站“天
和”核心舱到今年发射“问天”实
验舱，再到本次“梦天”实验舱的
发射，我全程参与，负责的是火箭
的活动发射平台。活动发射平台，
就是托举火箭转运和升空的那个
高大的设备，有大约23层楼高，上
表面有1 . 5个篮球场那么大。前
期，我们配合火箭进行了垂直总
装、垂直转运和各种测试工作，每
个阶段的工作完成后，我们都要
进行数据判读和总结。临近发射
是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需要特
别注意产品状态，确保发射的顺
利进行。

我们内部经常提到一个
词———“双想”。它包含两层意思：

一个是回想，思考前期工作有哪
些做得不到位，有哪些值得借鉴
的经验；另一个是预想，就是要想
好接下来的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哪
些问题，有没有风险点、出现了故
障怎么办，我们需要提前识别并
制定应对措施，做好故障预案，确
保发射当天万无一失。

在基地里，每天下班后最热
闹的地方是工作机房。敲键盘声、
打电话声、讨论声，大家都在为接
下来的工作做着各种各样的准
备，去得晚了就没位置了。人处在
这种状态下，真感觉每天就像打
仗一样。

不过年轻人嘛，在工作之余，
还是有娱乐的，我休闲的时候，也
会打打球、打打牌，打咱山东的

“够级”……
近年来，我国的航天事业取

得了辉煌成就，今年是载人空间
站建设的收官之年，一想到我国
空间站的建成在我们手里实现，
我倍感光荣和自豪。但是光荣背

后，是每天一点一滴、扎扎实实
积累起来的工作。以“长五”为
例，“长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
统工程，每个人在里面从事着一
份看似很普通、很基础的工作，
但正是千万个人团结组织起来，
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征五
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成功。这就像
红军长征一样，现在看是壮举，
但是当年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

作为航天人，什么时候最快
乐？当然是看到发射成功的那一
刻，那种激动的感觉无法描述，
那是别人体会不到的。过程虽然
辛苦，但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白
费，能参与载人航天这么伟大的
事业，非常有成就感。2 0 2 1年
初，我第一次在海南参与火箭发
射，发射成功之后，我特别激动。
后来我打开音乐软件听管弦乐
版的《我爱你中国》，由衷地在评
论区留言：“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终于可以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成功发射那一刻，真的会热泪盈眶”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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