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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环境是出了名的恶劣，要想
完成使命，火星车首先得存活下来。这就
需要祝融号足够强大。

中国曾数次造访月球，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但月球与火星最大的不同，便在
于月表近乎真空，而火星有大气层，这大
大增加了探测火星的难度。

如果只是看图片，火星的地貌似乎
与地球上的沙漠戈壁无异。事实上，火星
上的风速可达每秒 180米，这几乎是地
球上特大台风风速的三倍还多。狂风会
掀起大量的沙尘、石块，形成特大沙暴，
让祝融号的眼睛蒙尘、翅膀不再灵活。

面对这样的情况，设计师们使用了
一种新材料，这种材料不易沾上灰尘，即
使沾上，也可以通过振动将其抖落。火星
表面还密布着石块等障碍物，这就使得
火星车的行驶需要更加“小心翼翼”，以
免被障碍物卡住造成操作的迟滞。

那么如何让火星车的每一步都走得
更加稳妥呢？在北京的实验室中，有一台

一模一样的火星车。当在火星上遇到复
杂的路况时，地球上的火星车将对火星
路况进行模拟行驶，确认无误后才会发
出指令。

按照计划，90个火星日后，火星车
将结束巡视探测工作，环绕器也将进行
轨道调整，从而开展环绕科学探测。

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天
问一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的案头，
摆放着一枚精美无比的蓝色蝴蝶标本。
据贾阳透露，火星车的设计灵感，正是来
自这枚蝴蝶——无线电成了它的复眼，
天线成了它的触须，而火星车的车标，设
计灵感也是来自 800年前的印章文物。
科学和诗意，在这一刻交融、升华。

全球瞩目的祝融号这只“火星蝴
蝶”，后续又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意想不
到的发现和惊喜呢？请大家一起拭目以
待吧！

新华社记者 胡喆 陈席元 徐鹏航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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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千年天问 梦圆火星
——我国星际探测征程迈出重要一步

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韦拔群故
居前，矗立着一座腰杆挺拔、目光坚定
的“拔哥”塑像。前来参观的群众常常
在这里驻足瞻仰，献上鲜花，向“拔哥”
致敬。

在广西，韦拔群的名字家喻户晓，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拔哥”，崇敬之情
溢于言表。在韦拔群故居门前，伫立着
10多块因革命牺牲的韦拔群亲人的
墓碑，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英勇悲壮
的历史。

“为了寻求人民翻身解放的正确
道路，韦拔群历尽艰辛奔赴广州寻找
马列主义，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
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革命’

‘坚持’‘到底’，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面
对国民党反动派密如蛛网的通缉追
捕，他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覃迎庆是
韦拔群故居的一名“90后”讲解员。时
隔近百年，每当讲起“拔哥”事迹时，她
仍然心潮澎湃。

“拔哥”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
堂，加入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在黔
军做过参谋，在广州参加了“改造广西
同志会”。

1921年 9月，韦拔群返回家乡东
兰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1925年初
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
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
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
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1929年 8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
特委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
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
色起义，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

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三纵队司令。1930
年 10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
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
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
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
一番号，宣布把红七、八军改编为十
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九、二十
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
根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
陈洪涛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
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
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名官兵，除留
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
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句怨
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
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
拔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在极
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斗争。

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一家10多
口人惨遭敌人杀害，但这些都没有动
摇他的革命意志。1932年 10月 19日
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东兰
赏茶洞，时年38岁。

河池市政协副主席、东兰县委书
记黄贤昌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周年，东兰县把拔群干部学院
作为传承和弘扬韦拔群的精神和革命
先烈光辉伟绩的重要阵地，充分发挥学
院学党史、悟思想主阵地作用，特别在
用足用活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上下足功
夫，研发核心课程，开设情景教学和现
场教学等特色课堂。通过全面深入的
学习，弘扬拔群精神，造福老区人民。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据新华社南宁5月15日电

“湖塘，这是一个洒满烈士鲜血的
村坊。”方志敏故居讲解员娓娓道来，
向参观的游客讲述着湖塘村的历史。
土地革命前，湖塘村共80余户、约400
人，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仅剩 29户、90
余人，留下的男丁几乎都是残疾人。

湖塘村是江西上饶市弋阳县的一
个普通村庄，方志敏曾从远处眺望自
己的家乡，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学
家，不能将眼前的美丽描写出来；他也
看到了农村的衰败和黑暗，村民苦到
不能生活。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
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
地暗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
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
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
我开始为光明奋斗……”这是方志敏
在遗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对
家乡生活的回忆。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走进了他
的初心赤胆，就理解了他的人生选择。

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求学时看
到法国公园门口的牌子上写有“华人
与狗不准进园”，他感到从来没有受过
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
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他感
慨中华民族命运的悲惨，但是依然相
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中
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8年 1月，方
志敏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

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领导组建中
国工农红军第10军。方志敏把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
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
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
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底，方志敏奉命率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
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中央红军主力
已离开中央苏区，红10军团孤军北上
危险重重。

前路凶险，方志敏又何尝不知，但
他毅然担当起这一重任。1935年1月，
在降满大雪的怀玉山中，方志敏不幸
被捕，同年8月6日他在江西南昌下沙
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距方志敏牺牲80余年过去，他的
家乡湖塘村早已今非昔比。

“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事业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有义务带领村民
过上好日子。”漆工镇党委书记汪国
华介绍，2016年以来，江西各级政府
投入 6000 余万元用于湖塘村的建
设，从村庄里宽敞的柏油路、白墙黛
瓦的民居，到设施齐全的小广场、蓬
勃发展的各项产业，湖塘村的面貌焕
然一新。

方志敏故居前矗立着一座方志敏
身骑骏马的铜像，他目光坚毅抬头远
望，前方不再是战场的烈焰，而是他一
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

新华社记者 赖星
据新华社南昌5月15日电

韦拔群——

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农民领袖

体育新闻

本报讯（记者 娄莹）近日，2021
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
赛、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资格赛在成
都落幕，我省体操小将王俊文夺得鞍
马单项银牌。同时，省体操队共获3个
全运会决赛席位。

此次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共 21
支队伍近 300名体操运动员参赛。比
赛共角逐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
子全能、女子全能和各单项的冠军。
其中，团体前 12名的运动队、个人全
能前 24名和各单项前 8名的运动员，

将获得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体操决
赛资格。

我省此次共派出11名队员参赛，
在最先举行的团体赛中，我省小将王
俊文在鞍马项目比赛中动作飘逸、流
畅，获得了14.400分，最终个人全能成
绩位列第12位，顺利夺得十四运入场
券。在鞍马单项决赛中，王俊文增加
难度挑战新动作，最终顶住压力完成
比赛，得到了 14.500分，获得鞍马单
项第二名，为全运会决赛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

本报讯（记者 娄莹）近日，云南
省体育局在广泛征集意愿、认真筛选
条件的基础上，最终选定了第十四届
全运会群众项目赛事活动承接单位，
下一阶段将在全省展开选拔、组队及
备赛工作。

本次确定的全运会群众项目19个
大项的参赛承接单位来源广泛，有来自

全省多个学校、协会、训练基地和有关
单位。他们具备专业的训练技能，拥有
组织比赛和承接项目的能力，同时又能
面向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全省群众。

在此次组队过程中，省体育局要
求各承接单位要站在全省的高度开展
运动员选拔，要结合当地疫情防控形
势，制定细化的组队参赛方案。

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我省体操小将王俊文获鞍马亚军

“我要上全运”各项目选拔将展开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两千多年前，诗

人屈原仰望苍穹，发出“天问”。两千多年后，以屈原长诗命名的天

问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完成了一次教

科书式的精准着陆，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迈出了我国

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着陆全过程

2020 年 7 月 23 日，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搭载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

自发射以来，天问一号经历了地火
转移段、制动捕获段、环火飞行段等飞行
过程，成功完成火星制动捕获，完成了

“绕、着、巡”三大目标中环绕探测目标。
在地火转移期间，天问一号完成

了地月成像、四次中途修正、深空自
拍、深空机动等一系列操作，至今令人
印象深刻。

——深情回望，拍摄地月合影。2020
年 7月 27日，环绕器在飞离地球约 120
万公里处回望地球，利用光学导航敏感
器对地球、月球成像，获取了清晰地月合
影。在这幅黑白合影图像中，地球与月球
一大一小，均呈新月状，在茫茫宇宙中交
相辉映。

——轨道修正，让天问飞得更稳。天
问一号先后完成了四次中途轨道修正，
对 3000N发动机及 120N、25N推力器的
在轨性能、工作模式进行了全面验证。

——深空自拍，五星红旗闪耀太空。
2020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了天
问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图上的五星红

旗光彩夺目，呈现出鲜艳的中国红，这是
我国探测器采用分离测量传感器完成首
次深空自拍。

——首拍火星，成功获取中国首幅近
火图像。2021年2月5日，国家航天局发
布了天问一号在距离火星约220万公里
处，获取的首幅火星图像。本次成像采用
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的黑白成像模式。

——近火制动，环绕火星成功。
2021年2月10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
近火制动，3000N发动机开机工作约 15
分钟，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
400公里，远火点高度180000公里，周期
约 10天，倾角约 10度的大椭圆环火轨
道，成为我国第一颗人造火星卫星，实现

“绕、着、巡”第一步“绕”的目标，环绕火
星获得成功。

2021年 2月 12日，国家航天局发布
天问一号制动捕获过程动态影像，火星
大气层及表面形貌清晰可见。

2021年 2月 24日，天问一号探测器
成功实施第三次近火制动，进入周期 2
个火星日的火星停泊轨道后，对火星开
展全球遥感探测，并对预选着陆区进行
详查，探测分析地形地貌、沙尘天气等，
为着陆火星做准备。

被火星成功捕获以后，天问一号经过
几个月的养精蓄锐终于开启了第二阶段
任务——“着陆”。火星的北半球多平原，
南半球多山地，此次火星软着陆的地点就
选择在火星北半球乌托邦平原的南部。

整个降落过程大致分为“进入—减
速—软着陆”三步。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
体设计部火星探测器总体主任设计师王
闯介绍，天问一号在进入火星大气层以
后首先借助火星大气，进行气动减速，这
个过程它克服了高温和姿态偏差，气动
减速完成后天问一号的下降速度也减掉
了90%左右。

紧接着天问一号打开降落伞降速，
当速度降至 100米每秒时，天问一号通
过反推发动机进行减速，由大气减速阶
段进入动力减速阶段。

在距离火星表面100米时天问一号
进入悬停阶段，完成精避障和缓速下降
后，着陆巡视器在缓冲机构的保护下，抵

达位于火星东经 109.9°北纬 25.1°的着
陆点。

总的来说，整个过程天问一号在 9
分钟内将约2万千米每小时的速度降到
0。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前我国已有月
表着陆经验，但是此次天问一号火星软
着陆任务更加艰难。

专家告诉记者，一方面火星表面存
在大气，因此火星比月球表面有更复杂
的环境；另一方面火星离地球距离更加
遥远，通信时延达到 20分钟左右，因此
整个着陆过程相距遥远的地表来不及做
任何处置，只能靠天问一号自主完成，经
历“生死九分钟”。

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设计部火星
巡视器总体主任设计师陈百超表示，天
问一号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对火
星的环境，特别是大气等参数，我们没有
一手数据，所以相当于我们到了一个完
全未知的环境，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

成功着陆后，“绕、着、巡”的串联任
务终于进行到最后一步。首先，着陆器将
着陆信息通过环绕器转发地面，先后完
成坡道及太阳翼天线展开，火星车在第
一时间将成功展开的消息传回地面。一
切就绪后，祝融号火星车将自主驶离着
陆器，抵达火星表面，开启新的征程。

探测火星不仅是工程任务的突破，
更是行星科学领域的突破。

除了常规的通讯、能量来源（太阳能
帆板）、支撑结构、动力系统等部分外，天
问一号整体上携带了13种科学载荷，其
中 7个在火星上空的环绕器上，分别是
中分辨率相机、高分辨率相机、次表层探
测雷达、火星矿物光谱探测仪、火星磁强
计、火星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火星能
量粒子分析仪。6台分布在火星车上，分
别是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
表面成分探测仪、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
火星气象测量仪、地形相机。

它们共有五大使命，主要涉及火星
空间环境、地表形貌特征、土壤表层结构
等研究，将给我国带来探测火星的一手
资料。其中，与气象有关的研究项目将收

集有关温度、气压、风速和风向的大气数
据，并研究火星的磁场和重力场，这些也
将解答大家的疑惑——火星究竟是什么
样的气候。

“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成为我国
星际探测征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
一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
计师张荣桥表示，经过六年的科研攻关，
发射场百余天的坚守，以及 295天的飞
行控制，天问一号实现了一次教科书式
的精准着陆，展示了我国深空探测技术
的先进能力，体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

后续，除了火星车要在火星表面进行
巡视探测外，天问一号环绕器也将继续工
作。天问一号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告诉
记者，环绕器将在完成着陆过程的中继通
信任务后，在周期为两个火星日的停泊
轨道上运行一圈，之后在近火点实施变
轨机动，将轨道变为周期为三分之一个
火星日的中继轨道，这样一个火星日内，
环绕器可为火星车提供一次近火点中继
通信和一次远火点中继通信，为后续的
巡视探测任务提供信息传输服务。

奔火之路 殊为不易

踏上火星 感觉良好

着陆火星 使命不凡

火神“祝融”荒野求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