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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楚天，共襄星汉。
4月24日，首届“中国—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航天合作论坛”在武汉举行。
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齐聚一堂，怀揣着
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一同“云”游太空，
逐梦苍穹。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发来热情
洋溢的贺信，对中拉航天合作提出殷切
希望。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字字真情，让
广大湖北航天人深感振奋。大家纷纷
表示，要弘扬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
汇聚湖北航天之力，推动构建更紧密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中国航天事业在世界舞台
上更耀眼

“从贺信中，我深刻感受到习近平
主席对航天事业的重视。”航天科工集
团主任设计师李青说，航天事业是国家
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秉承航天精神，
勇于创新突破，是一代代航天青年奋发
逐梦的使命担当，也是助力我国科技实
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责任所在。

李青表示，作为航天科技工作者，
将始终甘于艰苦奋斗，攀登航天科技高
峰，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飞航梦、空天
梦，努力成为推进航天事业发展、实现

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
航天科工集团数控车工、特级技师

阎敏也从贺信中汲取到许多奋进力量。
“航天事业是人类探索未知、拓展视

野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
体现。”他说，身为航天领域一线高技能工
人，唯有持续学习、苦练本领，才能适应
新时代发展的步伐，他将努力成为一名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产业工人。

阎敏表示，将大力传承和弘扬航天
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坚定的
信念、更加出色的工作，为加快建设航
天强国贡献光和热，让中国航天事业在
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推动航天技术更好惠及世界人民

合作是共赢的基础。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近年

来，中拉航天合作结出丰硕果实。双方
在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和深空站网等领
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推动科技进
步、加强区域互联、增进民生福祉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中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不断为
世界作出新的贡献。随着中国深空探
测不断走向更深更远处，中国与世界各
国开展航天交流合作，推动在外空领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将更加稳

健。我们要牢记嘱托，弘扬航天精神，
不怕吃苦，全力攻关，推动航天事业更
好造福各国人民。”航天科工空间工程
总体部主任邹广宝说。

当天，国家航天局发布了有关嫦娥
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和国际月
球科研站合作进展的最新消息。嫦娥
七号，将搭载埃及、巴林、意大利、俄罗
斯、瑞士、泰国、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等
7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6台载荷，共同
飞赴月球，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建设航天强国是一代代航天人永
恒的梦想，更是我们航天青年孜孜不怠
的追求。当开放、包容、友好的航天大
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展现，我仿佛看到
无数航天人无声的奋斗凝成了鲜活的
形象。”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青年
科研人员刘琮佩璘说。

她表示，将以“促进航天技术更好
惠及双方人民”为目标，不断传承发扬
伟大航天精神，深耕细作，笃行不怠，在
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湖北航天力量

作为经济大省、科教大省、军工大
省，湖北是国内商业航天的重要一极。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

贺信精神，立足湖北实际，发挥科技、人
才、产业、场景等优势，坚持火箭链、卫
星链、数据链、服务链‘四链并举’，进一
步强化政策措施，突破性发展商业航
天、北斗等优势产业，积极融入和服务
中拉航天合作交流，为建设航天强国和
高水平中拉航天合作伙伴关系贡献湖
北航天力量。”湖北省国防科工办负责
人李金坤说。

产业发展，企业有责。
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骨干力量，近

年来，航天三江集团充分发挥航天专业
特色优势，圆满完成了神舟飞天、嫦娥
登月等重大工程配套任务，有力保障了
历次航天重大工程任务的成功实施。

如今，航天三江快舟固体运载火箭
已系列化发展，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实
现常态化发射，快舟火箭可重复使用技
术试验箭顺利完成相关试验，为后续可
重复使用液体火箭提供动力，为“湖北
造”火箭满足我国未来低成本、高频次
进入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深空探测事业进入继往开
来、快速发展的历史黄金期。我们将继
续加快发展相关技术，为我国航天事业
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新时代‘深空力量’。”航天三江集
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博说。

人间四月，草木葱茏。
中国航天事业里一个个耳熟能详

的名字、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时刻、一个
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个叹为观止的
科学奥秘，回响在武汉市多所中小学校
园里。

第九个“中国航天日”前夕，由中国
宇航学会联合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湖
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的2024年中国
航天大会首场活动——“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汇”暨航天专家进校园活动，4
月22日在汉开启。

互动时有同学一口气连问7
个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
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戚发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科技委主任、国
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李明，国际宇航联合
会卫星商业应用专委会亚太办主任朱
林崎，纷纷走上传递知识、播撒梦想的
讲台。

当天，朱林崎走进武汉市水果湖第
一小学，在题为“从广寒宫到月球村”的
报告中，围绕中国探月工程背后的故事
与科学奥秘，带领孩子们回顾人类对月
球的认知历史，追溯我国探月的辉煌历
程，见证人类如何运用科学的力量一步
步揭开“广寒宫”的神秘面纱。朱林崎在
授课过程中通过丰富的图片资料及精彩
的视频短片，把深奥的航天知识讲得通
俗易懂，打动了在座的每一名学生。

同日，李明来到水果湖第二中学，
围绕“中国空间技术的成就与展望”主
题作了一场精彩的航天科普报告。李
明以深厚的专业背景和生动的讲解，阐
释了航天的概念和作用、发展历史和成
就及未来发展和展望，让同学们领略了
中国空间技术事业的独特魅力。

李明耐心解答同学们的提问，有的
同学“不解渴”更是一口气连问7个问
题。李明还向同学们送出具有纪念意
义的航天徽章。

91岁高龄院士寄语青年学子

4月23日，91岁高龄的戚发轫精

神矍铄、步履稳健，来到百年名校湖北
省武昌实验中学。曾经，他是中国航
天的探路者，辛勤耕耘收获果实；现
在，他是青年学子的引路者，授业解惑
播撒种子。在这场航天知识与航天精
神的盛宴中，戚发轫讲述中国航天技
术发展、普及航天科技知识，还把航天
精神的内涵娓娓道来，分享了自己亲
身经历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航
天事业发展关键时刻的科学决策过
程。中国航天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的辉煌历史让在场聆听的学子感动不
已、振奋不已，现场掌声经久不息。在
回答学生问题环节，他寄语广大学子：

“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年轻人要有准
备、有爱心、有梦想、有本领，我希望你
们都做到。”

活动在广大师生中引发强烈反
响。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副校长付
娟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说，

“戚发轫院士结合自身经历，回顾中
国航天发展历程，让我们看到了老一
辈科学家浓浓的爱国情、深深的强国
梦。拳拳心，殷殷情，让人潸然泪下，
心生崇敬。”

高一年级学生龙润一、田傲辰等
说，“院士的讲座让我们对中国航空航
天事业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我
们要刻苦学习，用实际行动为伟大祖国
发展事业添砖加瓦。”

作为2024年中国航天大会系列科
普活动中的“重头戏”，“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汇”暨航天专家进校园活动旨在
大力弘扬航天精神，传播航天文化，普
及航天科技知识，进一步激发广大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热爱科学、崇尚科学、探
索未知、勇于创新的热情和兴趣，提升
社会公众科学素养。

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航天科工三院科技委副主任、型号总师
朱坤，钱学森之子、上海交大钱学森图
书馆馆长钱永刚，快舟一号甲火箭总设
计师黄雷，原航天员、神舟六号飞行乘
组梯队成员吴杰将陆续走上讲台，与武
汉及周边中小学青少年学生近距离沟
通，面对面交流。

习近平致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航天合作论坛”贺信引发强烈反响——

汇聚湖北航天之力
推动构建更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杨德义

“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暨航天专家进校园活动在汉开启——

航天专家进校园 航天知识润心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寿江 通讯员 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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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许旷、通讯员杨璐、李
仪、王豪）4月24日，记者从2024年“中国航天
日”主场活动开幕式上获悉，嫦娥七号任务计划
于2026年前后发射，将搭载埃及、巴林、意大
利、俄罗斯、瑞士、泰国、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等
7个国家、国际组织的6台载荷。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国际载荷搭载项目，
根据载荷的科学目标、工程可实现性等原则遴
选而出。着陆器上将搭载：意大利国家核物理
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研制的激光角
反射器阵列，为月面高精度测量和轨道器定轨
导航提供支持；俄罗斯空间科学研究院研制的
月球尘埃与电场探测仪，研究月球近地表外逸
层的尘埃等离子体环境；国际月球天文台协会
研制的月基天文观测望远镜，开展月基银河系、
地球、全景天空观测。轨道器上将搭载：埃及航
天局、巴林国家空间科学局联合研制的月表物
质超光谱成像仪，用于分析识别月表物质和环
境；瑞士达沃斯物理气象观象台（世界辐射中
心）研制的月基双通道地球辐射能谱仪，从月球
监测地球气候系统辐射量收支变化；泰国高等
教育科研与创新部、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研制
的空间天气全球监测传感装置，预警由太阳风
暴引起的地磁扰动和宇宙辐射。

据介绍，嫦娥七号任务将勘察月球南极月表
环境、月壤水冰和挥发分等，开展月球形貌、成分
和构造的高精度探测与研究。截至2023年1月，
中国国家航天局共收到1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
交的18份意向书。

开幕式上，国家航天局还发布了国际月球
科研站的最新合作进展，国际月球科研站新增
尼加拉瓜、亚太空间合作组织、阿拉伯天文学和
空间科学联盟3个合作国家、机构。中国将与
合作方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程实
施、运营和应用等多方面合作。

湖北日报讯（记者邓伟、通讯员杨璐、王
豪、李仪）4月24日，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航天合作论坛”在武汉开幕。

此次论坛由中国国家航天局和湖北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外交部协办，包含开幕式、主论
坛及四场分论坛。来自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航天领域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等
单位代表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代表参加论坛。

在24日下午召开的主论坛上，中拉航天
机构代表围绕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合作主题
分别作主旨报告，共商以高质量空间合作推进
中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家纷纷表示，拉
美和加勒比地区是航天领域的重要力量，中国
与拉美国家已开展长期、全面、务实的合作，涵
盖了空间基础设施、深空探测与空间科学、航
天产业链、外空全球治理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
面。未来，将继续加强拉中航天领域合作，深
化拉中关系。

主论坛发布了《武汉宣言》——航天助力构
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航天
局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航天机构代表从分享空
间科学技术与应用、空间教育与培训、空间产业
解决方案，构建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助力《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现，推动航天人才教育与
培训合作，分享月球及深空探测项目合作机遇、
月球样品及数据研究机会，鼓励航天机构、企业
开展航天合作，维护公正、合理的外空全球治理，
利用中拉航天合作论坛联络渠道保持密切协调
沟通等7方面发出共同倡议。

据悉，25日将围绕月球及深空探测、空间科
学、对地观测技术及应用、卫星研制及发射服务
等主题举办“空间基础设施助力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分论坛”“深空探测与空间科学分论坛”“航天
产业链创新发展分论坛”和“外空全球治理和能
力建设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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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现场。
4月24日，由中国宇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基

金会联合主办的2024 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
在湖北武汉开幕。论坛围绕大会主题“极目
楚天，共襄星汉”展开中外航天领军人士共同
探讨航天领域创新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关键
问题，并发布 2024 年宇航领域科学问题和技
术难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

▲现场嘉宾专注听会。

4月24日下午，首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航天合作论坛”主论坛在武汉举行。图为论坛
会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任勇 摄）

4月24日，2024年中国航天大会主论坛在
湖北武汉开幕。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
工程院院士吴伟仁作特邀报告。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

图为戚发轫院士与学生互动交流。（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