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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被业内视为“增强经济内

生动力的发动机”。在安徽省蚌埠市，前

5月民间投资增长37.6%，远高于全国

8.1%的增速，并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民间投资占投资总额的65%，同比提高

11.4个百分点。市场活力的加速释放，

得益于该市转变发展方式，驶入了科技

创新的快车道。

“转”出来的活力

做国家腾飞的
“推进剂”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

□ 李亚楠

李俊贤，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

一、聚氨酯工业奠基人之一、中国工程

院院士。90岁高龄的他，在今年“七一”

前，和夫人丁大云一起，以两名普通共

产党员的身份，向所在工作单位黎明化

工研究设计院捐出省吃俭用积攒的

300万元，设立博士创新基金和困难帮

扶基金。

说起李俊贤，很多人也许并不熟

悉。但谈起“两弹一星”、长征系列火

箭、“神舟”系列飞船就会眼前一亮。对

这些系统工程来说，如果没有推进剂，

就相当于汽车没有汽油。李俊贤正是

我国火箭推进剂创始人之一。

李俊贤毕业于乐山市国立中央技

艺专科学校化工专业。1960年初，组织

上抽调32岁的李俊贤到北京化工研究

院，加入高能推进剂研制队伍。从那时

起，他便与我国火箭推进剂事业结下了

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资料不足、经验缺乏的情况下，

李俊贤和团队反复试验摸索，最终成功

研制出特殊燃料偏二甲肼，并远赴青海

筹建黎明化工厂，建设我国第一套制备

偏二甲肼装置。

化工厂在一个山沟里，条件极为艰

苦，吃的是盐水煮蚕豆、青稞粉，住着干

打垒，睡着大通铺。最终，他们以“誓将

卫星送上天”的豪迈气概克服重重困

难，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装置的安装、

试车、完善和投产工作。

1970 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用的就是李

俊贤团队研制的偏二甲肼。后来，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及多种型号导弹发射

和“神舟”系列飞船升空，使用的也是

偏二甲肼。

在青海，李俊贤一待就是 16年。

其间，研制新型鱼雷推进剂时，有人建

议选择难度较小的燃料，以保证交货

期。但李俊贤坚持“要搞就搞世界一流

的”，最终他带队研发的新型燃料按时

交付，把我国先进鱼雷研制的时间表提

前了3年。

1978年，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从青

海迁至河南洛阳。当时，“万能塑料”聚

氨酯在国外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建

筑、家电、家具等行业，但在国内却要依

靠进口。时任院长的李俊贤立即组织

投入研究，希望未来关键技术不受制于

人。最终，他们开发出了几十种技术，

填补了国家多项空白，为我国聚氨酯工

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今，虽然已是90岁高龄，李俊贤

仍旧一如既往坚持工作。每年除了春

节休息3天外，其余时间他几乎都会来

单位，一天至少工作8个小时。有人算

了一笔账，他这些年加班的时间几乎相

当于一个人正常工作20年。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现任总经理

杨茂良动情地说：“甘于奉献、耐得住

寂寞，是李俊贤院士屡获成功的两大

秘诀，是我们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的

传家宝！”

□ 胡 喆

从我国第一型地空导弹武器控

制系统到新一代防御导弹武器控制

系统，有这样一群人，一次次用近乎

完美的飞行试验扬我国威。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人。”他们，是为导弹设计“最强大脑”

的航天人，作为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

设计团队——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

部张奕群研究室承担了我国多项防

御导弹控制系统设计与试验任务，创

造了我国众多导弹武器的第一。在

这个团队中，比例接近70%的党员

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用创新和

行动标注着航天事业发展新高度，书

写出航天党员奋斗史。

千里穿针
革新设计手段

张奕群研究室的职责，就是给导

弹设计控制中枢，打造导弹的“最强

大脑”。

谈及导弹控制对精度的要求，

张奕群研究室原主任、中国航天科

工二院二部副主任王蒙一说：“用

‘千里之外穿针引线’来形容毫不

为过。”

王蒙一介绍，新一代防御导

弹，其研制难度之高，目前世界上

仅极少数国家能够掌握。然而，对

张奕群研究室的全体科研人员而

言，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

突破经典方法、吃透前沿理

论、大胆颠覆性创新……在张奕群

研究室，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2岁的

创新团队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新挑战，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

要求比上一代产品压缩了 70%以

上，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

方案论证、技术设计和验证工作，

这样才能降低研发成本、提升装备

质量。”张奕群研究室党支部青年

委员王晓东说。

面对这一要求，张奕群研究室

的科研人员在某型号产品中创新性

地应用了“知识工作的自动化”技

术，革新了控制系统的设计手段，使

设计周期由几个月缩短为几天，同

时保证了设计品质的一致性和可靠

性，显著提高了控制系统的设计效

率和设计水平。

锱铢必较
拿数据说话

“制导系统差之毫厘，导弹飞行

谬以千里。”在张奕群研究室，“一次

成功”“严慎细实”的航天作风已经融

入他们的血液和基因。

无论是北京西郊的办公室，还是

大漠深处的靶场，遇到问题“深究机

理、举一反三，拿数据说话”是张奕群

研究室的职责和使命。

据张奕群研究室班组长赵明元

回忆，为了查出某次测试过程中暴露

出的数据异常原因，他和同事排查了

100多个接口、计算了上万条弹道，

进行了累计300多个小时的高强度

工作，历遍所有可能性，最终找到了

问题根源。

“新技术的终极考核是导弹飞

行试验成功。”赵明元说，一次在草

原上进行的飞行试验中，导弹在高

空爆炸，碎片散落在几十平方公

里、近一人高的草丛中。为了找到

碎片、定位失败原因，试验队派出

主要由党员组成的突击队组成“人

墙”，苦苦寻找了6天才找到这个残

片，队员们膝盖疼得几乎移动不了

脚步。

这就是张奕群研究室团队——

他们会为了一个关键技术参数，

推演算法的草稿纸装满了整整两

大柜子；也会为了寻找 6 万次才

出现一次的异常现象，连续 10 个

昼夜进行试验，直到取得满意的

结果。

“经过多年实践，张奕群研究室

形成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便是

‘勇于创新、勤于学习、善于攻关、甘

于奉献’。”张奕群研究室党支部书

记房秀莲说。

坚韧执着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科学本身是有趣的，但科研的过

程却漫长而枯燥。在长期隐姓埋名

的国防科研领域，无疑更需要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坚韧、执着，不断接近完美。”作

为全国劳模的张奕群坦言，当这个光

荣的集体交棒到自己手上并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是一份无上的光荣，更

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面对日益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诉求，张奕群研究

室的全体党员职工更保持了那份可

贵的坚守与纯粹。

张 奕 群 研 究 室 青 年 设 计 师

薛清宇说，在团队里大家基本都是

“没事就来”，无论是周末还是晚上

10 点后，经常能见到加班同事们

的身影。

在筑牢国土安全基石的同时，

张奕群研究室党支部还积极回报社

会，履行航天人的社会责任：组建“爱

心车队”，开进太阳村、儿童希望之

家、培智学校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组建“科普宣讲团”，走进打工子

弟小学课堂，推广航天科普知识，传

播航天文化……

2017年国庆前夕，张奕群研究

室党支部以群像的形式惊艳亮相“党

员idol”公益广告，在北京各地铁站

和高铁同步上线。

在浩瀚的星空下，身着白色试验

服的他们，背靠壮丽河山，以航天人

的责任与担当，自信、骄傲地为祖国

母亲点赞。

□ 杨三军 吴晓颖

6月27日11时30分，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我国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新技术试验双星发射升空。

组建48年来，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成长、

壮大，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的多个

“第一”，在远征太空的长征路上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国航天也从这

里走向世界。

不断刷新进军太空高度

1970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在

西昌建立我国第三个航天发射场。

“天是罗帐地是床，大凉山下扎营

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

干粮。”在大凉山深山峡谷中，老一

辈航天人披荆斩棘、迎难而上，在一

片荒地上建起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

航天城。

1984年4月8日傍晚，四川西昌

市西北60公里外的卫星发射场人头

攒动，人们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

来。当“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

红二号”通信卫星喷着橘红色火柱升

空而去，现场顿时变成欢呼的海洋。

这是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地

球同步轨道卫星，迈出进军高轨的第

一步。太空探索，是一项高投入事

业。改革开放，为航天事业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注入强大的加速

推力。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实现了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跨越，不断刷新进军太空的

中国高度。

——1986 年 2 月 1 日，成功发

射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

了我国租用外国卫星转播电视信号

的历史；

——2000年至今，35颗北斗导

航卫星相继入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3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07年10月24日，“嫦娥

一号”升空，铸就深空探测的一座新

里程碑……

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

与充满神秘感的酒泉、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不同,“年轻”的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自落成起便注入了“开放”的

基因。作为我国首个对外开放的航

天发射场，自1984年以来，已接待数

十万海内外游客。

距西昌卫星发射场2.5公里外的

那基村建有火箭发射观景台，站在这

里远眺，两座蓝白相间的塔架、数个

高高的避雷塔矗立在青山峡谷中。

在47岁的那基村村党支部书记贾克

的印象中，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慕名来

这里一睹火箭升空，特别是“嫦娥”上

天后，游客量呈“井喷式”增长。

翻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发射

纪录，创下自1997年以来连续81次

发射成功的世界航天奇迹。这段辉

煌是从一段低潮期开始的。20世纪

90年代，中心经历了我国航天发射

连续出现的4次重大失利。

面对接连的打击，西昌航天人没

有固步自封，而是以改革精神不断探

索、寻找差距。中心与航天工业部门

共同推出的“双五条”归零标准，建立

健全“双岗四检查”等制度，全方位提

升质量管理能力，实现与国际一流航

天发射场接轨。

如今，走进西昌指挥控制中心，

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作为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的“大脑”，这里安装有先

进的指挥通信设备、全新网络技术、

传感器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能够远

控组织指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

任张学宇说，中心已跻身世界十大航

天发射场行列，具备执行高密度任务

的能力，年发射能力达到15次以上。

走向世界的脚步更加坚实

在西昌卫星发射指挥控制中心

指挥控制大厅内，几排观礼区座位，

曾接待过多位重量级政治人物——

时任老挝国家副主席本扬、玻利维亚

总统莫拉莱斯，都在这里见证了本国

卫星发射升空。

虽然身处西部内陆山区，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可以说是中国航天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的“出征港”。1986

年，中心接到第一单外来“生意”：发

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那一年被

称为“国际航天灾难年”，美国、法国

的火箭发射相继失利，“挑战者号”航

天飞机爆炸……

为迎接“亚洲一号”，中心修建了

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卫星测试厂房。

面对对方提出的“室内空气洁净度不

超过十万级”要求，工作人员在没有

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用绸布和酒精将

3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地板和墙壁反

复擦洗几十次，使厂房空气洁净度达

到1万级。

1990年“亚洲一号”成功发射升

空，中国至此在竞争激烈的航天国际

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此后，中国航天

市场一步步延伸到欧洲、亚洲、南美

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成功将“奥赛

特B1”“玻利维亚”“老挝一号”等30

多颗商业卫星送入太空。

成功属于过去，开放续写辉煌。

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西昌航天人正

以艰苦奋斗、求实创新、团结奉献的

精神，让中国航天走向世界的脚步更

加坚实、有力。

为导弹设计“最强大脑”的航天人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张奕群研究室勇于创新、勤于学习、善于攻关、甘于奉献

中国航天从这里走向世界
——走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山东烟台投山东烟台投放智能浮标放智能浮标
助力海洋助力海洋环保环保

近日，首批 4 座浮标式海

洋环境在线监测系统在山东省

烟台市近海海域投放并投入使

用。该系统可以对海水浴场、

海洋保护区、海洋牧场等功能

海区的剖面海流、溶解氧、浊

度、叶绿素、磷酸盐、总氮、总

磷等参数进行不间断监测，并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传输，为

环保、海洋渔业、旅游、气象等

部门及时准确掌握海域环境变

化提供在线监测和大数据服

务。图为工作人员在施工船上

对即将投放的在线监测系统进

行调试。

新华社发（唐 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