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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
人只要有夢想，哪怕看似遙不可
及，誰說沒有可以實現的一天？曾
執行神舟十號與神舟十三號飛行任
務、中國首位執行出艙活動的女航
天員王亞平便締造奇跡。她出席大
匯演活動時，以自己的追夢故事，
勉勵港人堅持追夢，總有夢想成真
的一天。
王亞平說，自己出生在山東煙台
一條美麗的小山村，小時候特別喜
歡爬到家中最高的一棵櫻桃樹上仰
望星空，爸爸還問她：「妳爬到那
麼高幹嗎？為何不飛上天呢？」她
後來聽了爸爸的話，不但飛上天，
更飛上太空。

受楊利偉征空激勵

爭當女航天員
她憶述，自己的航天夢始於2003
年，當時中國首位進入太空的航天
員楊利偉正在執行神舟五號中國首
次載人飛天的任務，「那時我還是
一名飛行員，正在為祖國的飛行事
業大展身手，神舟五號發射當天，
我與飛行部隊的戰友一同在電視機
前觀看。看着火箭燦爛的尾焰，我
突然有了一個熱血沸騰的想法：我
們國家有了第一個男航天員，什麼
時候會有我們女航天員？」
就在那刻，航天夢的種子在她心
裏萌芽。10年後的2013年，王亞平
獲選參加神舟十號太空船任務乘
組，終於飛上了太空，實現夢想。
她說：「所以能夠趕上這樣一個偉
大的時代，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
心願。能夠將個人的夢想融入到國
家的夢想中，並為此拚搏奮鬥，是
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
曾於 2017 年訪港的航天員陳
冬，時隔 6年重遊故地。他感
慨香港發展飛快，但笑言不變
的還是粵語太難學了！但他相
信，語言的問題很快能解決，
因為不久將來或有來自香港的
代表加入航天員團隊，屆時可
以向對方請教粵語。
航天員陳冬11月29日在大匯演
發言時表示，他在2017年曾到過
香港，時隔6年再次訪港，香港
的快速發展、市民安居樂業令他
十分欣喜，但他笑說，有一個沒
有變化的事是「粵語太難了！」
陳冬坦言，自己實在沒太聽得

懂粵語，但是這個問題相信很快
能夠解決，「因為馬上有我們的
香港的代表，很有可能會加入我
們的航天員隊伍，那麼到時候可
以向他請教粵語。」
陳冬表示，從神舟十一號走到

了神舟十四號，中國的空間實驗
室亦變成了中國自己的空間站，
對此他感到非常的幸福，「空間
更大了，生活更加舒適了，科技
含量也更高了。」
他形容，這個空間站是中國在

太空的家，這個家是國家科技實
力的象徵，同樣這個家也是中國
融入世界的一個家，體現了中國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
當，所以他認為這個家是非常的
重要，全體航天人，包括香港的
代表，會一起盡全力把中國這個
太空家園建設好、利用好、維護
好、值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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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
航天員上太空執行任務需克服不
少困難。航天員張陸指出，需要
克服的最大困難是失重影響。長
時間出艙對航天員的體力和心理
上是一個大考驗，而失重令他最
難忘，可以輕輕推走物品，在太
空行走時像魚一樣游來游去，非
常輕盈。
張陸上次的任務在太空駐留186
天，其間與其他航天員完成了很
多的科學實驗，並且執行了四次
出艙任務。在這期間，他們需要
克服在太空失重的影響，而整個
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在失
重過程中完成任務，「因為四次
出艙對於航天員來說，在體力和
心理上都是一次重大的考驗，尤
其是我和我的指令長費俊龍，四
次出艙過程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最後我們也創下了單個乘組出艙
的一個紀錄。」
張陸表示，半年太空生活有很
多有趣的事情，譬如在太空航天
員想要移動一個物件，只需要輕
輕地一推就移動了，他舉例在大
匯演現場看到攝影師背着一個很
沉重的攝像機在舞台上移動，
「如果攝影師有機會去到太空，
無論背着多重的攝影機器，都不
會感覺到這台機器的重量，所以
也能拍出更多更美的景色。」
在太空行走，亦令張陸難忘，

就像魚一樣，可以游來游去，感
覺非常的輕盈，所以在太空生活
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張陸表示星空浩瀚無比，令人
神往，探索永無止境，令人期
待，也歡迎所有熱愛航天的同學
們加入到中國航天隊伍。

群英再 飛天路
「全港歡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大匯演」舉行 明星薈萃掌聲雷動

真情勵志動香江
歡呼聲、尖叫聲及掌聲11月29日響徹香港體

育館，「全港歡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大匯
演」凝聚全城焦點。5,000個觀眾席座無虛席，
男女老少齊聚，回眸國家過去30年航天事業的
超卓成就，讚嘆祖國航天事業的偉大。歷時約一
個半小時的大匯演除了有歌舞表演外，4名航天
員劉伯明、王亞平、陳冬及張陸亦上台分享他們
升空的感受與難忘點滴，現場熱烈歡呼，掌聲雷
動，將氣氛推上高峰。代表團團長林西強期待來
自香港的航天員有朝一日進入國家空間站工作和
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張弦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11月28日抵港展開為期4天的訪問活動，29日晚
出席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全港歡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大匯

演」，讓港人有機會近距離目睹一眾航天員的風采。

播紀錄片回顧航天工程奮進歷程
大匯演由香港警察樂隊及香港兒童合唱團合演一曲《我的驕傲》掀起序

幕，傳達出一個清晰信息：每名中國航天員及一眾團隊成員都是中華兒女
的驕傲。
在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

主任鄭雁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團長林西強，4名航天員劉伯明、王亞
平、陳冬、張陸，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
娟等，在市民熱烈歡迎下進場，並為大匯演主持啟動儀式。
大匯演的高潮是播放記載中國航天發展路程的紀錄片，回顧從1992年到
2022年間，中國航天工程「三個十年」全線砥礪奮進，幾代人不懈追求，載
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圓滿實現，從神舟五號首次載人飛行任
務，到實施「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等一系列飛
行任務，再到航天員長期在軌駐留、再生生命保障等一系列關鍵技術，以及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首飛、3個空間站艙段、4艘載人飛船、4艘貨運飛船等12
次飛行任務，在軌實施兩次艙段轉位。紀錄片播放期間，在場人士紛紛驚嘆
祖國航天事業的偉大。
隨後，4名航天員上台作分享。其中，中國首批航天員之一的劉伯明率先分
享其奮鬥故事。曾先後執行神舟七號及神州十二號任務的劉伯明甫開口與現
場觀眾打招呼，現場便響起如雷掌聲。作為首批入選航天員，他坦言當2003
年楊利偉「首飛」時，他問自己「為什麼楊利偉這麼優秀、這麼突出？我的
缺點是什麼？」他當時告訴自己一定要實現夢想，要突破並挑戰自我，實現
人生飛躍。

劉伯明憶克服困難首次太空出艙
劉伯明說，兩次登上太空面臨最大的困難是出艙。他於2008年在神舟七號
與另一名航天員翟志剛完成了中國首次在太空出艙，「當時我們的任務是
『出得去、回得來』」，最終克服了重重困難，雖然出艙時間只有短短二十
多分鐘，但也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及至2021年在神舟十二號出艙已長達數小
時，讓他感受到了科教興國、航天強國。
林西強則指，載人航天工程作為國家重大科技工程，工程的成功離不開中

央政府的正確領導和國家長期建設積累的基礎，亦離不開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他指代表團到港才一天多時間，每位團員都深深感
受到香港同胞對載人航天的熱情及期許，「這對大家是巨大的鞭策和鼓
舞。」他和航天人員將繼續發揮「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
特別能奉獻」的精神，不懼艱險，實現飛天夢想，建設太空家園，「這種精
神與香港同胞建設香港的精神面貌是相通的。」
香港理工大學深空探測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波亦在現場介紹了近些年利用遙
感等技術參與國家重大航天任務的工作，表示目前正在參與即將進行的嫦娥
六號、嫦娥七號月球探測任務，以及「天宮二號」小行星探測任務。他表
示，香港有很多年輕人對太空探索充滿熱誠，香港亦有國際頂尖的科研人
才，理工大學對未來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充滿信心，期待為未來中國的航天事
業發展貢獻更多香港力量。

◆全體表演嘉賓傾情大合唱《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金源 攝

◆全港歡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代表團大匯演在香港體育館
舉行。李家超、鄭雁雄等與林西強及4位航天員共同主持
大匯演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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