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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黄春平 福建福州人，1938年出生，国家“863”计划第一批首席科学家，中国资深首席火箭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参
加或领导长征三号、长征二号E、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研制及其卫星发射和载人航天发射，曾任航天一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总研究
师。先后参加或主持9种航天型号设计研制定型、48次飞行试验，在中国航天史上首创了4项新技术。主持编写了载人航天科普丛书通天
篇、载人航天研制管理等专著。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载人航天功臣”等荣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小学仅读了两年，靠自学考入中
学，遇到父亲病逝，上大学时才拥有人
生第一双鞋……很多人无法现象，大
名鼎鼎的火箭专家却有一个苦难的童
年。

“青少年生活太苦了，让我觉得一
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去。”回想起曾经
的时光，耄耋之年的黄春平依然忍不
住哽咽，直言今天的生活太幸福。

黄春平是闽侯县祥谦镇辅翼村
人。因为家境贫寒，作为家中长子的
他 7岁便跟着叔叔在于山一所体育学
校当厨工，13 岁才插班上四年级读
书。因为坚持跟“南下工作队”学习，
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闽侯二中。

16岁时，黄春平父亲病故，母亲做
保姆补贴家用。黄春平每天赤脚奔波
在家和五公里外的学校间，一边读书
一边照顾年幼的弟妹。

1955年，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他
差点因此失去妹妹。

高考时，他毅然选择了北京理工
大学核弹头总体专业。在学校里，他
认真学习，因为成绩优异，每年都能获
得奖学金。

“这辈子进入航天事业，也是我比
较满意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国
家，我不可能有今天，唯有为国尽力，
才觉踏实。”黄春平说。

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黄春平

到过各发射基地、导弹试验落区、核试
验基地等地，因为心中有国家，再艰苦
的工作环境，他也从未想过退缩。

塔里木盆地做实验的工作经历是
他经常分享的内容之一。“没有公路，
要走两天才能到，那时候没有北斗，也
没有GPS、格洛纳斯，大家就凭指南针
在沙漠里找弹头。这边弹头打过去说
偏了，我们搜索小分队就出去找。”黄
春平回忆，大家靠着指南针和 28匹骆
驼，以及铁锹、水桶，去挖弹头的残骸，
把相关的数据拿回来，一走就是 20多
天。“队长拿着指南针，每隔四五十米
一人，地毯式搜索，一遍又一遍，直到
找到为止。一个弹头300多公斤，有时
候沙子挖多深弹头就沉多深，我们就
用骆驼拖，每个人全身灰。”

“我前后去过沙漠 20 多次，待过
100多天。”黄春平回忆，沙漠里危险无
处不在，当时大家睡 1米多深的地窝，
吃3公里外拉来的水。遇到龙卷风，全
员蹲到帐篷角落，压住帐篷。冬天，呼
出来的气立刻成冰，大伙儿就地取材
烧木头埋在地铺底下的沙里，“埋得不
好身体还会被烫伤。”

不仅如此，在领导运载火箭发射
中，黄春平数次临危排险，确保发射成
功。1997年在组织领导长征三号运载
火箭发射中，临近发射时遇到极端天
气发射中止。此时火箭内已经加注的

液氢和液氧必须同时泄出，这是一个
史无前例且风险巨大的操作。黄春平
当机立断，在他的精心组织领导下，试
验队成员小心细致，土洋并举，顺利完
成了该项操作。为了防止三级火箭结
冰，一、二级火箭温度过高，黄春平又
及时组织人员对整流罩吹热氮气，用
冰块对一、二级降温，确保了再组织发
射的成功。

在国家“863”高技术研究中，作为
“863-409”的首席科学家，黄春平领导
了发展蓝图的制定，并组织了关键技

术攻关，为该项技术后来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在领导研制战略核弹头中，黄春
平首次创新实现抗核加固、四碳防热、
核装置软支撑、复合制导和局部实物
回收等技术，实现了立足国内靶场，避
免耗资巨大且不利保密的公海飞行试
验，顺利定型交付使用。

黄春平突出的贡献，为我国载人
航天事业的辉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推动了我国建设世界航天强国的
奋进步伐更加坚定且自信。

黄春平：一片痴心向星辰
本报记者 王玉萍

4月，是中国载人航天比较繁
忙的月份，12日第 14个国际载人
航天日，24 日是第 9 个中国航天
日，下旬还将发射神舟十八号载
人飞船、迎接神舟十七号乘组返
回……

一生热爱航天，传递科学力
量。作为中国第二代航天人，今

年 86岁的黄春平痴心不改，依旧
热爱着航天事业。他以福州为
大本营，积极普及航天知识，向
青少年播撒航天梦想种子，助力
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近日，记者
在福州专访黄春平，了解这位从
福州走出的首席科学家的航天
人生。

在黄春平位于福州的办公室
里，中国第一枚载人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 F火箭模型格外显
眼。

这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作
品。长征二号 F火箭是我国目前
唯一一型可以执行载人任务的火
箭，全长约 58.3米，捆绑了 4个助
推器，起飞重量约 500吨，20多年
来圆满完成了所有载人航天发射
任务，发送成功率 100%，被誉为

“金牌火箭”。
黄春平与火箭的缘分要从 60

年前说起。当时，他从北京工业
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核弹头总
体专业毕业，因为能力突出被组
织分配到由钱学森负责组建、当
时我国唯一从事航天研究的机构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正
式开启了一生践行祖国航天事业
的新篇章。

随后的18年里，他发愤图强，
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航天
部一院弹头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1992 年 9 月 21 日，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54岁的
黄春平转入载人火箭研究，被国
防科工委任命为长征二号 F火箭
的总指挥，负责领导研制中国首
枚高质量、高可靠、高安全的载人
运载火箭。

在航天工程中，载人航天系
统最复杂。中国航天起步晚，国
家当时要求用 7年时间研制出中
国第一枚载人运载火箭。“按照工
程实施计划，长征二号F火箭力争
在 1997年进行首飞试验，飞行实
验‘既不能漏逃，又不能误逃’，压
力非常大。”30多年前接到任务时
的情景，黄春平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圆满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黄春平迎难而上，带队去俄罗斯访
问、做实验，让当地专家帮忙评审，
结果遭到“打劫”。“他们要价 1000
万元人民币，我们没同意，决定自
己干。”黄春平说，在没有任何经验
以及成熟技术可以继承的前提下，
中国航天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实验，独立自主
攻克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一系列关
键技术难关，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
一个又一个奇迹。

“长征二号F火箭上采用了55
项新技术，其中‘逃逸塔’等 10项
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至今发射飞行成功率 100%，我也

因此被称为‘不打嗝发射’总指
挥，即发射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
毛病，且准时发射。”黄春平透露，
长征二号 F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
和逃逸系统是其他火箭没有的，
按照计划，火箭要进行两次不载
人的逃逸实验，因为技术过硬，最
终只做了一次。

1999年 11月 20日，长征二号
F火箭将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
舟一号送入太空。在箭船分离的
刹那，黄春平与同事们紧紧拥抱
在一起。“百感交集，所有人为这
一刻整整奋斗了7年，60多岁的我
哭了6分钟，一边哭一边跟周围人
说，我们成功了。”黄春平说。

2003年 10月 15日，长征二号
F火箭将搭载航天员杨利伟的我
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
送入太空，绕地球飞行14圈后，神
舟五号返回舱稳稳着陆于祖国大
地。至此，华夏终圆飞天梦，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自主完整
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火箭点火时的几秒钟，黄春
平感觉有几个小时那么漫长。直
到“金牌火箭”出色地完成使命，
他才如卸千斤重担，热泪盈眶地
站了起来，与前来祝贺的人握手
拥抱。

黄春平还有一个绰号——
“元器件副院长”。1992 年~1994
年，长征二号 F 火箭研制初样阶
段，中国电子元器件面临失效率
高且无现行标准等困难。为了保
证长征二号F火箭的质量和安全，
黄春平组织专家在全国开展了两
轮大调研，不放过任何一次产品
订货会，甚至跑遍了全国 60个元
器件生产厂家，每到一处下到生
产车间，提要求、参与评审，要求
厂家筛选数据必须达到80%合格，
验收时，只要发现一个元器件失
效整批都拒收。

“火箭用了 4万多只元器件，
哪怕其中一个失效，就有可能导
致整个火箭失败和宇航员牺牲。”
让黄春平感动的是，为了中国航
天和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元器
件厂家采取各种办法，确保元器
件版图设计和实验质量。一些厂
家经费不够，职工凑钱开展元器
件研究。基于此，在神舟一号、神
舟五号发射成功后，黄春平先后
两次深入全国10多座城市一一答
谢元器件厂家，在业界传为佳话。

家乡人的恩情，黄春平
始终记在心间。“高考那年，
唐森林老师送给我一双蓝
色球鞋，公家给我补助路费

20元，姑妈给我弄了蚊帐脸盆、藤
箱还有钱，加上亲戚朋友凑的，我
怀揣着 60多元离开福州去北京求
学，这才有了后来的成就。”他说。
因为心系家乡亲人和曾经帮助过

他的人，退休后的黄春平带着老伴回
到福州居住，通过筹建研学基地、普及
航天知识等，弘扬航天精神，播撒航天
梦想种子，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福州变化巨大，原来十几年回来
一次，后来变成五六年一次，现在基本
住在福州。”黄春平说，尽管86岁了，还
想为家乡、为祖国航天事业的未来再
做点事。

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有多大？长征系列火箭外形有什么区
别？天宫空间站又是什么模样？在连
江贵安航天航空研学基地，参观者都
能一站式、沉浸式找到答案。

该研学基地是我省首个航天主题
沉浸式研学营地，于去年 10月 31日揭
牌，纪念中国实现“飞天梦”20 周年。
基地配备了建筑面积约 1.6万平方米
的航天航空博物馆，以实物、模型、文
献及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
了我国航天航空科技成就。

这个研学基地就是黄春平筹建
的。“中国正大踏步向着航天强国挺
进，2030年前将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
月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希望让
家乡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并热爱航
天，在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以航天精
神激励年轻一代不怕困难、不断探索、
勇攀高峰、为国争光，意义重大。”黄春
平说。

20多年来，他积极回榕参加各项
活动，推动中国载人航天（福州）实物
展举办，动员企业家捐资在闽侯筹建
五虎山中心小学，还在福州创立中星
航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家乡发展
献计献策，乐此不疲。

作航天科普报告也是他坚持做的

一件事。截至目前，黄春平已经在全
国作了约100场航天科普报告，足迹遍
布家乡福州，乃至香港、澳门等地，最
长的一场报告达3个半小时，话题涵盖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前世、今生和未
来，以及自己在航天科学领域探索的
经历和感受等。

他还积极参与国内纳米材料制氢
技术、新型微风发电等科技项目。“每
天都排得满满当当，今年是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周年，我正在筹
划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纪念东方一
声巨响暨泉州（安溪）航天航空研学基
地落成事宜，以及贵安航天航空博物
馆边的航空航天乡村振兴产业园项
目，计划通过航天航空展馆、引入中国
青少年航校等，助力航空航天发展和
乡村振兴。”黄春平说。

家人的全心全意支持，是黄春平
义无反顾的动力。黄春平的妻子和儿
子均是航天人。“不能问就不问，不能
说就不说，大家都心照不宣。”黄春平
坦言。

◀黄春平在福州
创立中星航天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黄春平给福州青少年普黄春平给福州青少年普
及航天知识及航天知识。（。（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游客参观贵安航天航空博物馆游客参观贵安航天航空博物馆。。吴婧摄吴婧摄

黄春平黄春平（（左二左二））与航天员合影与航天员合影。（。（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黄春平黄春平（（右右））在闽清在闽清
参加活动参加活动。。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播撒航天梦想种子老骥伏枥老骥伏枥

七年铸就“金牌火箭”顶住压力顶住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