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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驻留期间， 神舟十四号飞行乘
组 3 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
以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 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的来访对接， 并与神舟十五号飞
行乘组进行在轨轮换 ， 于 12 月返回地
球。

此次出征的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 ，
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他们肩负
着完成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重要
使命。

“在长达 6 个月的飞行中，航天员们
要经历的飞行工况极为复杂， 包括 9 种
组合体构型，5 次交会对接 ，3 次分离撤
离，2 次转位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
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
练中心研究员黄伟芬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期间将全面
完成以天和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
实验舱为基本构型的天宫空间站建造 ，
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其中，问天实验舱
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梦天实验
舱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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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我国空间站
建造期的关键一战， 困难更多、 挑战更
大。 担任此次任务指令长的陈冬在出征
前说：“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
满血的状态、 满分的表现， 坚决完成任
务。 ”

展望：载人航天“三十而立”再出发

从 1992 年 9 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正式被批准实施，至今已走过近 30 年。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神舟十
四号， 从一人一天进入太空到多人多天
进入太空， 再到驻留太空 3 个月、6 个月
……中国空间站蓝图绘就， 飞天梦伸向
更远的天际。

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
的重要引领性工程。

然而，空间站工程立项之初，中国航
天人面临着很多难题， 比如空间站长什
么样、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怎么建……
任务非常艰巨。

研制准备长达十年之久， 许多空间
站工程设计研究人员十年如一日， 每个
人都把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作为追
求和梦想， 使一项又一项关键技术得以
突破， 一个又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得以
解决。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
介绍，完成空间站在轨建造以后，工程将
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
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
艘货运飞船。 航天员要长期在轨驻留，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并对空间
站进行照料和维护。

此外， 我国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
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均可实现重
复使用， 新一代载人飞船可搭载 7 名航
天员。

“同时，我们在考虑研发空间站的扩
展舱段， 为进一步支持在轨科学实验和
为航天员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好的条
件。 ”郝淳说。

（新华社记者 胡喆 宋晨 李国利）

近日，烈烈骄阳炙烤着大地，让人喘不过气来。但
在平利县老县镇的蒋家坪茶山上，年过六旬的平利县
茶叶和绞股蓝发展中心研究员刘涛仍在指导进行茶
园管护和病虫害防治，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离开蒋
家坪茶山，刘涛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大贵
镇的儒林堡茶叶园区进行技术指导。

“干农业比较苦， 能坚持下来一是因为大家都信
任我，二是我喜欢跟茶叶打交道。能够成为茶农的‘靠
山’， 是我最大的荣誉。 ” 刘涛是安康农校茶叶专业
1984 届毕业生，当年便到平利工作。 工作后，刘涛又
先后到浙江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学习深造。 从
八仙区林特站，到平利县茶叶工作指导站、平利县茶
业局， 再到平利县农业农村局茶业和绞股蓝发展中
心，一干就是 38 年。 多年来，刘涛穿梭在大大小小的
茶园中，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示范推广，规划指导建成
省级现代茶叶园区 4 个、市级园区 21 个，指导培育国
家、省、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20 余家。

20 世纪 90 年代，刘涛率先进行茶树无性系繁育
试验。烈日炎炎，他也总是“泡”在田间进行繁育扦插，
身上晒脱皮，晚上冲洗疼得直咬牙。 2011 年，国家茶
叶体系建设把“中茶 108”等国家级新品种试验及中
国茶叶研究所基地建设延伸到平利县，他主动承担了
试验研究任务，牺牲休息时间，自费做起了试验研究，
使引进的新品种实现了“一年种、二年管、三年产、四
年能丰产”的目标。 他主持的“优良茶树品种龙井 43

引进示范推广”课题研究，2015 年被省政府评为农机
技术推广成果三等奖；“陕西省茶叶全程机械化”研究
项目 ，2016 年被省农业厅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
“平利名优茶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 课题研究，
2016 年获市政府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2017 年获省
政府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

2022 年 5 月， 经人社部遴选后确定的第八批国
家级专家服务基地中，“平利茶叶产业提升国家级专
家服务基地”成功获批，是全省入选第八批国家级专
家服务基地的唯一一家。 “平利茶叶产业提升国家级
专家服务基地”依托平利县善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以茶产业为主导产业，以茶树种植、茶叶初加工、
富硒茶新产品研发和茶叶销售为主要产业方向，组建
专家服务团队，长期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实施了省
级科技成果 “平利名优茶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推广”
等项目成果转化。自己的公司能够成为全国有名的基
地， 公司业主刘善斌做梦都没想到。 “得亏有了刘专
家！ 刘专家真是我们的贴心人，技术过硬，人又热心
肠，为我们的产业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说起刘涛，刘
善斌有说不完的感激话语。 33 公顷高效精品茶园、千
余平方米加工厂，从选址规划，到技术培训，再到现场
指导，事无巨细，刘涛都全程参与其中。到了茶叶丰产
季，他又深入车间进行加工技术指导，熬到凌晨两三
点甚至通宵是常有的事儿。 2017 年平利县长安镇王
友平的 20 公顷茶园遭受茶尺蠖病虫害， 茶树的嫩芽

嫩茎全被啃食，茶园濒临绝产。刘涛知道情况后，不分
日夜蹲在田头， 手把手悉心指导生物防治，2018 年，
茶园“起死回生”，恢复正常生产。

对茶企大户如此，出身农家的刘涛，遇到农户有
了难事，更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解决。前些年，刘涛在洛
河镇双垭村七组进行技术普查，来到张明学、韩泽玉
两口家中，夫妻俩正在争吵，“火药味儿”十足。刘涛细
细一问， 原来张明学把家里的两亩好水田种了茶，但
妻子韩泽玉见茶园迟迟不能投产达效，经常责骂张明
学是“败家子”，扬言要把茶树挖了，张明学只有干着
急。 刘涛听了后，耐心给韩泽玉做工作，算收入账。 韩
泽玉的情绪缓和下来后，刘涛又到茶园里对张明学进
行技术指导，让他改变粗放管护，定期合理用肥，标准
化修剪，培养丰产树型。茶园第二年便投产了，刘涛又
到张明学家指导加工制作，并帮忙联系销路。如今，张
明学建起了中型茶叶加工厂，带动周围三个组的农户
发展茶叶。 广佛镇松河村九组柏中心，是刘涛的包帮
户，刘涛购买 50 公斤茶种让他种下，指导建园 1000
平方米，每次走访时，刘涛都要现场看看茶苗长势，指
导科学管护，柏中心看着长势喜人的茶苗，心里漾开
了花，逢人便说刘专家帮他种了“发财树”。

对茶叶传统工艺的研究和挖掘，刘涛也十分感兴
趣。在平利县连续四年举办的“手工制茶”技能大赛和
省总工会举办的首届茶叶技能大赛中，他创新制定圆
直状、扁条状、卷曲状手工制茶工艺，并大胆弘扬和挖
掘平利女娲茶传承，研究确定了女娲银峰茶、女娲毛
尖茶、女娲云雾茶手工制作工艺。连续 4 年来，他制订
“手工制茶技能大赛实施方案、竞技规则、评审办法”，
亲手帮教的多名选手参加省、市、县手工制茶技能大
赛获得了技能大奖。

“搞农业技术，自己是花了时间、费了气力，但没
有必要把成果藏着掖着。 ”刘涛把自己所掌握的理论
和实践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技术人员、茶企经营
者和农户，他编写了《茶叶实用技术》《平利县茶饮产
业实用技术读本》等培训资料，每年由他举办的茶叶
技术培训会就有 30 场以上， 培训群众 1000 人次以
上。 商南、镇巴、西乡、镇安和市内兄弟县区技术人员
经常向他学习请教，他还被多所职业技术学校和培训
机构聘为兼职教师，2015 年被中国茶叶学会聘为“全
国茶叶科普专家”，2017 年被省发改委聘为 “陕西省
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专家”，被陕西、江西、安徽、湖南
等省科技厅录入“科技评审专家库”。 2018 年，他汇集
多年研究成果，撰写出版 24 万字的《安康富硒茶叶生
产配套技术》一书，系统阐述了茶树生长规律及适应
环境、安康富硒茶开发与展望、规范化栽培与管理技
术、鲜叶质量管理技术、加工技术、茶叶质量安全管理
等内容，成为茶叶技术人员的“字典”和职业农民培训
的好教材。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
级优秀科技特派员、安康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以及刚
刚获得的 2022 年“陕西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面
对接连获得的诸多殊荣，刘涛只是浅浅一笑。 “一片叶
子富裕一方百姓。 我将继续做好技术攻关与推广，加
大茶叶技术人员和茶农培训力度，助力平利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刘涛说道。

神舟十四号肩负哪些使命？

“最忙太空出差三人组”出征！

本报讯（记者 田丕）“看见没，这里有一个大
的。 ”一架三角形的黄瓜架下，在油绿清亮的叶片
底下藏着一根成熟的黄瓜，“来， 从瓜柄根部轻轻
地截断。 ”按着老师指导的方法，三年级劳动社团
的 30 多名学生摘下自己种植的劳动成果。 5 月 24
日， 安康市第一小学德馨种植园里欢声笑语填满
了这个 600 余平方米的劳动教育基地的每一处角
落。

从种下种子，到日常管护，再到成熟采摘，学
生们在劳动教育中感受意义， 也在培养着劳动兴
趣。 拿着摘下的黄瓜经过简单的清洗，学生们迫不
及待地把果实塞进自己的嘴里，“好甜呀， 有一种
淡淡的清香，还很脆，感觉像吃了蜜一样。 ”学生七
嘴八舌地说着。

“端午节前，我们种植园的蔬菜成熟了，就安
排劳动社团的学生现场采摘了黄瓜， 因为都是孩
子们自己种的 ， 他们现场就分享品尝了劳动成
果。 ”德育处副主任唐小姣说，首批成熟的茄子和
黄瓜各有 5 公斤左右，丝瓜也有 2.5 公斤。 “园内还
有西红柿、西葫芦、生菜、苦瓜、辣椒、空心菜、甜瓜
等，等到陆续成熟后，我们会用有趣有意义的方式
让学生们继续参与进来。 ”唐小姣说。

作为市一小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 德馨
种植园让学生亲近泥土、亲近自然，也体现了教学
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园里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让
学生亲身体验劳动的辛苦，收获的喜悦，懂得珍惜
劳动成果的劳作体验区； 打造超越书本和封闭的
课堂，在自然中收获知识的自然科普区；让学生认
识、学会使用农耕工具，了解我国传承千年的农耕
文化的农耕文化展示区。

小小的德馨园，大大的劳动“果”。 在“斯是陋
室，惟吾德馨”的背景下，学生们在种植园里自己
动手，融入自然，享受快乐，修养身心，追求幸福的
目标在黄瓜、茄子的映衬下也渐渐“成熟了”。

一 生“痴 ” 茶 情
记者 郭飒 通讯员 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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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山海，眼有星辰。 浩瀚太空再度迎来中
国人逐梦苍穹的身影。

6 月 5 日上午，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
船的长征二号 F 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成功将航天员陈冬、
刘洋、蔡旭哲顺利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
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告捷。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入轨后，采取径向
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同空间站组合体对
接。 3 位航天员将进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正式开启 6 个月的太空之旅。 在轨驻留期
间，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将迎来空间站两个
实验舱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
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
组进行在轨轮换，堪称“最忙太空出差三人
组”。这次发射任务有何看点？神舟十四号飞
行乘组又肩负哪些使命？

出征：“神箭”再创新纪录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
四运载火箭，站立时长达到近 10 个月，刷新
了此前遥十三火箭站立 6 个多月的纪录。

为何火箭发射升空前要“站”这么久？ 专
家告诉记者， 自执行神舟十二号飞行任务
起，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采取“发射 1 发、备
份 1 发”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
员的生命安全加上“双保险”。

此次发射的长征二号 F 遥十四运载火
箭，就是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应急救援火
箭。 随着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成
功返回，遥十四火箭也结束了应急救援值班
任务，由应急状态转入正常任务状态。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二号 F 运
载火箭总指挥荆木春介绍：“在中国载人航

天的历史上，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执行了从
神舟一号至今的所有载人飞船和目标飞行
器的发射任务，发射成功率达到 100%，被誉
为中国神箭。 ”

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可靠性，消除薄弱
环节，研制人员不断进行技术改进。

“这就好比考试成绩要从 90 分提高到
91 分，甚至 91.1 分，哪怕是 0.1 分的提升，背
后的工作也并不少。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常
武权说。

为此，研制团队不仅提前对长期竖立状
态下火箭诸如火工品承载能力、螺栓预紧力
等开展了专门的试验验证，并且保证火箭竖
立时的温湿度等环境条件，还会在火箭转入
正常任务状态后对箭上螺栓拧紧力矩、密封
产品的密封性等进行复测。

遥十四火箭发射准备期间，型号团队还
需同步开展遥十五火箭的装配和测试等，完
成应急救援状态的设置。

“通过去年两次任务探索实施流程并行
与优化，今年发射的准备时间有望进一步缩
短。 ”常武权说。

目标：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按照载人航天工程规划， 以 2022 年 4
月 16 日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为标
志，中国空间站已圆满完成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任务，转入全面建造阶段，并将于 2022 年
下半年全面建成。

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建造阶
段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该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 航天员乘组将在轨工作生活 6 个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