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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
陆场，在这一刻，又一次迎来辉煌。

北京时间2024年 11月 4日1时 24分，神舟
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
苏身体状态良好，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在轨驻留192天，创下中国航天员乘组“太空
出差”最长时间纪录；出舱 8.5小时，创下中国航
天员单次出舱最长时间纪录；“太空养鱼”，首次进
行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开展各领域实（试）验
90余项……“80后”乘组，载誉凯旋！

暗夜追星

11月 3日 22时，媒体记者车队从东风航天
城即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发，向着东风着陆
场挺进。

茫茫夜色下，绵延数百公里的车队浩浩荡荡
蜿蜒前行，宛若一条长龙。在戈壁公路上行驶，闪
烁的车灯成为黑夜里最鲜亮的色彩。暗夜条件
下，车辆行进困难，每一辆后车都在按照前车的车
辙行进，以前车的车灯为指引。

此刻，一场搜救大战已然打响。空中搜救分
队、地面搜救分队，纷纷向预设待命点机动。

据此前召开的神舟十八号返回任务东风着陆
场情况介绍会信息，神舟十八号飞船从空间站撤
离后，采用快速返回方案，飞船在太空中绕地球飞
行约5圈，用时约7.5小时，进入返回程序。整个
返回着陆过程包括制动离轨、自由滑行、再入大气
层、开伞着陆等4个阶段，耗时约50分钟。

此刻，神舟十八号飞船正沿着预定轨道，飞向
神州大地的怀抱。

天地列阵，待英雄返航！
这是东风着陆场第7次迎接航天员回家。这

也是继神舟十五号返回任务之后，东风着陆场再
一次跨昼夜执行神舟系列飞船返回舱搜救任务。
针对神舟十八号夜间返回的特点，着陆场系统升
级改造通信设备、优化方案预案，已开展多轮次夜
间专项训练和协同演练，有效提升夜间搜索发现
返回舱的能力。

“第一次落点预报……”“第二次落点预报
……”“第三次落点预报……”此时，等候在预设待
命点的记者们听着车内广播中传出的越来越精确
的落点位置，焦急待发。终于，在第三次落点预报
发出的几分钟后，媒体车队出发了。

车辆在戈壁上疾驰，广播里还在播放着神舟
十八号返回舱的返回实况。大家屏气凝神，等待
着第四次落点预报，因为这次预报发出后，意味着
返回舱即将落地，可标定航天员的具体位置。

11月 4日 1时 23分，第四次落点预报发出。
不一会儿，就听到广播中主持人说“返回舱已着
陆”，驾车飞驰赶往落点的我们欢呼起来，叶光富、
李聪、李广苏，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2时许，记者一行赶到东风着陆场返回舱着
陆区域。在夜色笼罩的茫茫戈壁上，返回舱周围
亮如白昼。只见返回舱呈侧卧姿态，两侧是迎风
招展的五星红旗和额济纳东风着陆场场旗。

此时，返回舱舱门已打开。神舟十八号航天
员乘组指令长叶光富已出舱，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我为祖国感到骄傲，感谢伟大祖国，感谢全
国人民，感谢工程全线，让我们飞天圆梦，平安回
家。我们神舟家族太空接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时间纪录将会很快被刷
新。”叶光富说。

叶光富作为中国第二批航天员，曾参与执行
神舟十三号在轨飞行任务，今年 4月 25日 20时
59分，神舟十八号发射升空，叶光富作为乘组指
令长参与本次任务。两次进驻中国空间站，叶光
富成为我国首位累计在轨时间超过一年的航天
员。

作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李聪首次“太空出
差”。1989年出生的李聪被指令长叶光富评价为
“思维敏捷、性格活泼、理解能力强、动手能力
强”。利用3年时间，李聪完成了从战斗机飞行员
到航天员的身份转变，奉命执行神舟十八号载人
飞行任务。

“这次太空圆梦之旅，我们乘组一心，天地一
体，两次出舱活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在轨科研
试验进展得也非常顺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圆满
完成了神舟十八号飞行任务，但是探索太空永无止
境。我们一定会尽快恢复，争取早日投入训练，再
次回到浩瀚太空，在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上贡献自
己的力量。”李聪对下一次问天之旅充满期待。

第三个出舱的航天员李广苏接受采访时说：
“感谢祖国和人民。太空浩瀚，神奇美丽，我们都
非常享受失重带来的别样体验。从太空家园返回
地球家园，既有回家的兴奋和开心，又有对太空的
留恋和不舍，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伟大祖国感
到骄傲。”

作为第三批航天员中唯一的文科生，李广苏
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极限。他的微信名是“狂奔的
蜗牛”，他曾说自己天资平凡，要稳稳当当地走好
每一步，哪怕是一只蜗牛，也要向着太空尽力狂
奔。如今，他做到了，并且成功了。

2时15分，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全部安全顺
利出舱。此刻，他们载誉而归，向祖国和人民复
命。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
声不断。“欢迎你们回家！”现场的工作人员、媒体
记者等向3名航天员送出最诚挚的问候。

出舱后，3名航天员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被
送上各自的医监医保车。在车上，航天员完成了
初步的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吃上了返回地球后的
第一顿饭。

短暂的地面重力适应后，5时许，3名航天员
乘专机飞往北京。此刻，西北戈壁大漠又恢复了
它往日的宁静。

护航有我

从“神一”成功发射，到“神十八”安全着陆，内
蒙古一次次为神舟飞船和航天英雄筑起温暖“母
港”，也见证着祖国航天事业由大向强的铿锵步
伐。

4日凌晨，在东风着陆场现场，记者见到了额
济纳旗人武部部长、军地联合搜救分队指挥长何
涛。他说：“我们严格按照预案在东西区各点位分
别部署了民兵分队、摩托车越野分队、无人机分
队，按时到达现场，协助做好神舟十八号返回舱的
返回搜救工作和安保工作。”

作为军地联合搜救分队中的一员，额济纳旗
赛汉陶来苏木的禄宝荣是第一次参与搜救回收任
务。“我特别激动，神舟飞船从我的家乡额济纳起
飞，神舟飞船返回舱又在这里降落，这是属于额济
纳的荣誉，也是属于我们内蒙古人的荣誉，为伟大
祖国的航天事业点赞！”禄宝荣说。

“赛汉陶来”蒙古语意为美丽的胡杨。赛汉陶
来苏木孟格图嘎查牧民卫其勒格其曾说：“我们就
像胡杨一样守护神舟，额济纳这片土地就是神舟
飞船最温暖的家。”

从 2022年开始，神舟十二号、十四号、十五
号、十六号、十七号返回舱先后降落在卫其勒格其
的牧场上，这一次神舟十八号返回舱再次落在他
家草场上。

4日早上，卫其勒格其再次来到自家草场上，
看到这里已经竖起了标记返回舱落点的标志牌。
自从确认了返回舱确实落在自家草场上，卫其勒格
其就一直沉浸在喜悦中。他对记者说：“‘神十八’
返回舱落点距离‘神十二’落点不足1公里，距离
‘神十五’也就五六百米。现在一次次神舟飞船返
回舱落在我家草场上，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这草
场成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草场了。我太激动了！”

神舟起落是吾乡。从小就听父亲讲三易旗府
的故事，卫其勒格其接过了父辈“最好牧场为航
天”的接力棒。

60多年前，航天城建设伊始，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人民为了新中国的“铸剑”事业，举家迁出世
代居住的故土，三易旗府。

60多年间，几百颗卫星、19艘神舟飞船、1个
目标飞行器、1个空间实验室在额济纳旗成功发
射，这里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多项“第一”，圆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额济纳
人民、内蒙古人民在这一圆梦进程中持续贡献力
量。

在 9月 27日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
大会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宝日乌拉
嘎查党支部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表
彰。这份荣誉是对额济纳旗“最好牧场为航天”、
不断书写民族团结感人故事的褒奖，这份荣誉，激
励着这里的人们持续地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传
承下去。

4日晨，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从
东风着陆场起飞后很快抵达北京，后续，3名航天
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
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遥看星河，中国空间站在距离地球约400公
里处遨游。在神舟十八号乘组返回地球前，神舟
十九号航天员已接过空间站“钥匙”，中国人的太
空筑梦之路，持续更新，期待更多精彩。

航天员叶光富出舱。

工作人员正在实施返回舱吊运作业。

医监医保车在现场待命。

工作人员与神舟十八号飞船返回舱合影留念。

现场处置返回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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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李广苏出舱。航天员李聪出舱。

“ 80 后 ”乘 组 载 誉 凯 旋 ！
——在额济纳旗东风着陆场目击“神十八”返回舱返神州

□本报记者 康丽娜 王晓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