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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战胜艰难险阻，勇于攀登科技高峰
——“两弹一星”精神述评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的

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

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国防尖端科

技的重大突破！

从一穷二白中起步，在内外交

困中崛起，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

的成功，令全世界惊叹。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50

多年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

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始终鼓

舞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忠诚报国、

矢志奋斗。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为祖国而奉献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的原子

城，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神秘禁

区，至今保留着一座站台，站台上

静静停着一辆饱经风霜的列车。

1964 年，这辆零次列车把第一

颗原子弹从金银滩草原秘密运送

到了罗布泊戈壁滩。不久，“东方巨

响”震惊世界。

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第一

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

炸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第一

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用“长

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

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争气弹”“中国星”的背后，是

一串响亮的名字——邓稼先、钱学

森、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

武、赵忠尧……这些“两弹一星”的

功臣，为了完成神圣使命，有的“人

间蒸发”二十余年，有的改名换姓

默默工作着。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人”的巨大动力，是“祖国需要你

们”的伟大号召。

“两弹一星”功臣程开甲是从

英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在西北核试

验基地隐姓埋名 20 年。有人曾这

样对他说 ：“你如果不回国，成就

会更大。”程开甲回答：“我不回国，

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

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

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

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在飞机失

事的瞬间，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

起，用身体保护了核资料；受核辐

射身患癌症的“两弹一星”元勋邓

稼先，临终之际仍牵挂着国防科

技：“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

远……”

岁月更迭，精神弥坚。“两弹一

星”的爱国奉献精神，深深融入一

代代科技工作者的血液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诠释“制胜密码”

1960 年，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

部专家。

“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

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人造卫星事业倡导者赵九章道出

航天人的坚定决心。

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基地和试

验基地建设之初，数以万计的科技

人员、管理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大

学毕业生、支边青年、工人，奔赴大

西北的草原荒滩。伴着冰天雪地、

飞沙走石，他们住帐篷、吃野菜，干

得热火朝天；“以场为家，以苦为

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

言，回响在亘古荒原。

原子弹理论设计研究没有图

纸和模型，邓稼先就带领年轻人自

行设计；没有进口的先进计算机，

就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来计算；为了计算一条弹道，我国

空间技术创始者王希季等人夜以

继日奋战，计算用的纸堆得比办公

桌还高……

回忆奋斗岁月，年过九旬的

“两弹一星”元勋、探月工程首任总

设计师孙家栋深有感触地说：“在

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

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

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岁月远去，精神永存。

从东方红一号声震寰宇到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从嫦娥

一号首次绕月探测到天问一号着

陆火星，从天宫一号到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不断实现重大跨越的

航天事业，成为中国科技工作者自

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缩影。

“两弹一星”的精神气质，正在

更多领域得到诠释——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了

耐压结构、生命保障、远程水声通

讯、系统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亚

洲最大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

实现绞吸船自动挖泥技术在我国

的首次应用；“华龙一号”形成了国

内首个完整的核电自主知识产权

体系，首堆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

国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

新，是中国在科技领域不断突破、

创造奇迹的“制胜密码”。

万众赴“戎机”， 群星参“北斗”
——传承精神铸辉煌

“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

过，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

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

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

话，我们就干。

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接力

攀登中，万众一心的团结合作、协

同攻关精神，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展示出强大的力量。

“两弹一星”的研制离不开计

算机，为争取早日研制出高性能计

算机，1957 年 1 月，军地分别抽

调技术专家到中科院集结。1958

年建军节，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

成功 ；1959 年国庆节，我国第一

台大型快速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

成功。

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

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

构，构成了科研攻关的“五路方面

军”，大力协同、互相支援；很多优

秀科学家停掉科研课题，义无反顾

地去了艰苦的科研基地；许多单位

还没接到调令和介绍信，只要一通

电话，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

靠着全国“一盘棋、一本账”的

统筹组织，靠着大力协同、攻坚克

难的团结奋斗，大大加速了“两弹

一星”研制进程。

2020 年 7 月 31 日，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

开通全系统服务“中国速度”的背

后，是全国 400 多家单位、30 余万

名科技人员 10余年的集智攻关、大

力协同。

“北斗是党和国家调动千军万

马干出来的，是工程全线几十万人

团结一心拼出来的，是广大人民群

众坚定支持共同托举起来的。”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

长风说。

时光飞逝，精神传承。这份宝

贵的精神财富，指引着我国一代代

科技工作者攻下一个又一个堡垒，

滋育出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

一大批爱国科学家典范。

科学的高山没有顶峰，后人的

追问仍在继续。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

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

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

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

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

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伟大事业中去。”2020 年 9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表

达殷殷期盼。

“两弹一星”是不朽丰碑，它筑

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也为新中

国的科技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伟

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几代

科技工作者艰辛求索、锐意创新、

勇攀高峰。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广

大科技工作者必将主动作为、奋发

有为，为把我国建成科技强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你是怎么练出压水花绝技的？”

每次国际大赛，都有外国记者这样问

中国跳水运动员。

然而，不同中国运动员的回答永

远是一个字 ：“练。”

同样的问题，中国教练员的回答

可能会多说点 ：“就这么练。”

跳水堪称“2 秒钟的艺术”，在 2 秒

钟内，运动员的起跳高度越高，才有越

多的时间在空中完成翻腾、转体、展

开、入水等一系列动作。

你看见没有水花的 2秒，是运动员

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 2 秒 ；

你看见完美的 2秒，是运动员纠正

过千万次失误后的 2 秒 ；

你看见万众瞩目的 2秒，是无数人

默默无闻幕后接力完成的 2 秒。

为了让“水花比下饺子小”，每一

个中国跳水人在庞大的系统工程里贡

献力量，从运动员选材、基础训练、大

小赛事、输送机制到科技助力、内部竞

争、选拔机制、心理保障等多个小细节

的环环相扣和良性运转，才打造出中

国跳水“梦之队”的成绩与辉煌——从

1984 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洛杉矶

奥运会至今，跳水健儿已经斩获 47 枚

奥运金牌。

冠军选手的“身体密码”
从奥运冠军选手的发展经历来

看，中国跳水在运动员选材上“独树一

帜”，无论男女都是身材瘦小修长、弹

跳力出众、协调性好。从“跳水女皇”高

敏、伏明霞、郭晶晶、陈若琳到施廷懋，

再到东京奥运会女子 10 米台的“三小

天鹅”：张家齐从小就喜欢蹦跳，三四

岁时就把家里的席梦思床跳“散架”

了 ；陈芋汐出自体操世家，小时候的玩

具是弹网，游乐场就是体操房；获得 10

米台单人冠军的全红婵凭借跳房子和

跳皮筋的轻盈动作，吸引了下基层选

苗子的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教练

陈华明的注意。经过测试发现，当时身

高 1 米 2 的全红婵，跳远达到 1 米 76。

一名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是否有天

赋，教练员看过几次就基本有数了 ：身

体素质、协调性好是天生的。孙淑伟、

熊倪、郭晶晶、陈若琳、陈艾森等人一

直被概括为“内在力强”的选手，力量

与协调性并存。在东京奥运会大放光

彩的全红婵也是上下肢力量强大。

郑观志是我国的第一批跳水运动

员、电影《女跳水队员》的故事原型，她

说 ：“从 10 米台跳下来，重力加速度

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如果运动员的上

肢力量不够，入水的那一瞬间双手就

会被水冲开，影响入水效果，也就是水

花大。全红婵却可以在入水很深之后

才松手，入水姿态始终保持得很好。”

广东跳水队教练何威仪指出，全

红婵对自己身体有“超强的感知力”。他

说：“每次做完动作，我一说，全红婵就

知道自己哪里出了偏差，怎样去改。”

“身体语言”是冠军选手共通的

“制胜法宝”。很多时候，运动员在起跳

时有一点点偏差，但凭借出色的身体

感觉，在空中下意识调整动作、然后完

美入水，施廷懋、曹缘、谢思埸等身经

百战的名将都曾在比赛中有过类似的

经历。

“伯乐”的“淘”宝密码
曾经带出过陈琳、王睿、陈若琳、

胡亚丹、刘蕙瑕、张家齐、陈芋汐等女

子跳台冠军选手的“幕后英雄”任少芬

教练在北京队执教起步时，靠“千里走

单骑”的方式“大海捞针”，转遍了北京

远近城区，以及密云、平谷、门头沟等

郊区，除了正规小学，她还找到体操、

武术、杂技、舞蹈等团体，共走访了 200

多个地方。每到一处，她都先挑选出瘦

小的孩子，掀起裤腿看腿型，挑身材比

例好、脑子灵、接受力强、胆子大、内在

力强等诸多条件好的孩子，老师们纷

纷咂舌惊叹 ：“你这是万里挑一啊。”

陈华明每年都下到湛江市的五县

四区小学里寻找跳水人才，重点是农

村基层小学，7 岁的全红婵就是从麻

章区迈合村小学“淘”来的宝贝。

就这样，基层教练们在全国各地

编织起巨大而细致的“人才筛选网”。

“伯乐”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精心培养，“千里马”经过区、市、省、

全国各级青少年培训和比赛，逐渐脱

颖而出。运动员一旦参加全国冠军赛

和锦标赛，就到了国家队教练的“人才

网”中，表现出色者就会接到国家队邀

约，迅速“打包”入队。

最初接到国家队调令时，在北京

队的张家齐正在陆上训练倒立的环

节，倒立完立刻被“打包闪送”到国家

队 ；在上海队的陈芋汐本来计划着和

队友们出国训练，结果“泡汤了”；全红

婵教练则是在周六接了一个电话，周

日她就出现在了北京。

运动员们进入国家队后还要经过

训练和严格的选拔机制，才有机会获

得国际比赛资格。

多管齐下善用“外脑”
“国家队每个人都特别拼。”这是

全红婵进队后的感受。事实也是如此，

由顶尖教练员和冠军运动员组成的团

队，时刻都在用工匠精神精雕细琢，无

论是队里的“大姐大”施廷懋和王涵，

最年轻的几位女子跳台选手，还是带

伤训练的谢思埸、曹缘、陈艾森等男选

手，每个人的每一堂课都在教练指导

下挑战自我。

在国家队，医生的康复保障和

心理辅导非常到位，还有最先进的

科技助力。中国跳水队多年来始终

秉承创新发展的理念，积极探索、不

断尝试科技助力提升训练水平的新

方法。

今年，百度智能云打造国内首个

“3D+AI”跳水训练系统，和中国跳水

队协同推进人工智能与体育跨界合

作，让训练系统“看得清”“看得准”“看

得全”“看得懂”，协助解决运动员的技

术难题。

据国家队教练反映，系统先进实

用，真正融入队伍日常训练，场馆内的

iPad、超大屏、电视机联动在一起实时

播放训练动作，让教练和运动员的训

练更加科学高效。

“我们跳完动作后 3秒钟就可以看

到自己的动作完成情况，切换不同的

角度抠动作细节。晚上回到宿舍还可

以随时研究训练视频，对自己的技术

动作思考总结，不断提高。”凭借两届

奥运会 4 枚金牌加冕新一任“跳板女

皇”的施廷懋说。

在各个地方队，除了常规性的弹

网、拉保护带，还有翻腾器等“黑科技

新武器”。何威仪透露，全红婵在翻腾

器上练得特别专注，再加上刻苦努力，

才打下了腾飞的基础。

9 月，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

运动会上，中国跳水也许将迎来又一

批掌握“水花消失术”的新星。

所以，再有人问中国跳水运动员“水

花秘诀”时，你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吧。

（据新华社）

水花为啥比下饺子小？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成功密码

钱学森在给同学们解答问题（资料照片，1964 年摄）。新华社发

程开甲在打字机上撰写论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