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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西安 9 月

16日电（记者 蔡矜宜）今天，第十四届全

运会展开开赛后首日争夺，湖南代表团

在柔道、举重赛场共斩获 3 金——刘亭、

伍阳英分别斩获柔道女子 48 公斤级、女

子 52 公斤级冠军，侯志慧以超世界纪录

的成绩夺得举重女子 49 公斤级金牌。

本届全运会柔道比赛在陕西韩城举

行，首日的比赛共决出 5 枚金牌。

女子 48 公斤级决赛中，26 岁的刘亭

面对国家队选手李亚男，在金分加时赛

阶段，抓住了对手的空当，一本得分，将

金牌收入囊中！这是湖南女子柔道队连

续三届全运会斩获该级别金牌。2013 年

辽宁全运会，谢狮狮夺冠；2017 年天津全

运会，熊瑶拿下湖南省首枚竞技体育项

目金牌。

随后进行的女子 52 公斤级决赛，老

将伍阳英的对手是辽宁选手张可新，后

者在半决赛中战胜了另一名湖南小将刘

莉萍。比赛中，经验老到的伍阳英稳扎稳

打，以 1 比 0 的比分赢下了决赛。

一个是首次征战全运会“初生牛犊”

的“95 后”新秀，一个是四次站上全运赛

场终于圆梦的“80 后”老将。刘亭赛后激

动地说：“我希望能走得更远。”伍阳英则

无数思绪涌上心头：“就等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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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赛首日，湖南团揽3金
举重超世界纪录，柔道新秀老将齐夺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蔡矜宜

214 公斤！“猴”赛雷！

16 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举重女子 49 公斤

级较量在陕西渭南市体育中心举行，东京奥运会

冠军、桂阳妹子侯志慧以抓举 96 公斤、挺举 118

公斤，总成绩 214 公斤超世界纪录夺得冠军，为湖

南代表团拿下本届全运会第 8 金。

举重女子 49 公斤，是我省一直以来的传统优

势级别，而这个级别也属于典型的“全国冠军”比

“奥运冠军”更难拿的运动项目之一。

本场较量，湖南举重队共派出 4 名运动员出

战——奥运冠军侯志慧，两名“00后”新秀王佳丽、

胡玉婷，以及曾获得全国冠军赛金牌的肖慧颖。

比赛开始后冠军争夺主要在湖南与广西之

间展开，广西名将蒋惠花也是该级别金牌的有力

争夺者。比赛中，侯志慧顶住压力，甚至赛出了比

在东京更好的状态。在优势项抓举的比拼中，她

成功举起了由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 96 公斤，从而

奠定了最终夺冠的基础。

接下来的挺举，蒋惠花每把重量都压侯志慧

2 公斤，双方争夺进入白热化，现场气氛十分紧

张。两名经验丰富的顶尖选手前两把均成功。最

后一把决定金牌归属，走到 118 公斤的杠铃前，侯

志慧深呼吸、怒吼一声、凝视前方，然后她从翻杠

到上送到最后稳住，动作一气呵成，成功！

蒋惠花最后一把未能举起 120 公斤，最终以

总成绩 213 公斤获得亚军，另一名湖南运动员王

佳丽以总成绩 205 公斤获得铜牌。

“侯志慧，是我干举重 40 多年以来，比赛最

稳、最放心、最能拼的一个运动员。”赛后，湖南省

举重运动管理中心总教练周均甫用了 3 个“最”来

点评侯志慧。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侯志慧身体一直比较疲

惫，结束 21 天隔离后，她第一时间奔赴海南与湖

南举重队汇合，进行了不到半个月的恢复训练。

“她隔离期掉了不少体重，所以恢复起来还是挺

不容易的，今晚这个冠军完全就是她靠顽强的意

志力拼出来的！”

“挺举最后一把 118 公斤的时候，我觉得当时

就是把心底的力量激发出来了，想着我 120公斤都

没问题，所以一定要搞起来！”赛后复盘，侯志慧仍

难掩激动。她直言，来之前，就知道国内的对手都

练得很好，所以自己也做足了挑战困难的准备。

结束奥运、全运征程，“猴子”终于可以让自

己彻底缓一缓了，她说：“我现在就想尽快回家，

跟家人一起过一个中秋！”

在当天稍晚进行的女子 55 公斤级比赛中，还

未走出东京奥运会“失金”阴影的永州姑娘廖秋

云，明显状态不佳，抓举仅成功 1 把，挺举首把举

起后，第二、三把选择弃举，最终未能获得名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渭南9月 16日电）

陈普庄

隧道的尽头，一定有光。

我们想象中的剧本是这样的：在东京奥运会

以一公斤之差不敌菲律宾老将迪亚兹，遗憾摘银

之后，廖秋云经过一个月调整备战，在全运会上

演“王者归来”。

这样的想象很符合常理，很符合一个善良的

观战者的思维逻辑。

命运偏偏就是那个不按常理、打破逻辑出牌

的操盘者。它不仅是个未知数，它还是个随机数。

谁曾料想，在 16 日晚全运会举重女子 55 公斤级

决赛中，廖秋云发挥失常，仅抓举就落后了第一

名 8 公斤。巨大的差距，让她在接下来的挺举比赛

中无力回天，无心恋战。

当结果发生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最违背常

理的事，就是以常理去推测一个随机数。

如果隧道尽头一定有光，光在哪里？

光，没有照进廖秋云的前行轨迹，它照在了

冠军苏婷婷的逆袭之路上。在 55 公斤这个级别，

除了廖秋云，还有苏婷婷、玉玲珑、龙雪、陈殊颖

等一众高手，竞争格外激烈。

苏婷婷，就是全运会上的“迪亚兹”。唯一不

同的是，迪亚兹在暗处放冷枪，苏婷婷在明里下

战书。廖秋云，输给了对手，也输在自身——也许

是状态，也许是伤病，也许是心态。

奥运门票只有一张，全运会冠军的争夺者，

却有许多个。

隧道只有一条，追光的人却很多，众多平行

时空，只能由一人主宰。

廖秋云还没有追到隧道尽头的光。

但——

隧道的尽头，一定有光。

全运

快评 隧道尽头，一定有光

——聚焦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214公斤！
侯志慧超世界纪录夺冠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16日

讯（记者 陈普庄）在 16 日的比赛中，湖

南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分别在柔道女

子 48 公 斤 级 、52 公 斤 级 和 举 重 女 子 49

公 斤 级 摘 得 金 牌 ，赛 会 金 牌 总 数 达 8

枚 。17 日 ，体 育 湘 军 依 然 在 多 个 项 目 具

备 夺 牌 实 力 ，有 望 继 续 保 持 冲 金 势 头 。

其中，贾一凡搭档国家队队友广东选手

陈清晨，将在羽毛球女双决赛中率先吹

响冲金号角。

16 日的女双半决赛，贾一凡/陈清晨

直落两局，2 比 0 战胜湖北队郑雨/李汶

妹。湖南年轻组合刘玄炫/坑姝良则以 0

比 2 不敌湖北队杜玥/李茵晖。这样一来，

女双决赛将成为国家队一二号种子之间

的强强对话。对上届全运会决赛惜败的

“凡尘组合”而言，本场比赛的考验依然

不小。

攀岩赛场将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在

17 日的攀岩项目速度赛中，湖南男队的

龙金宝和女队的邓丽娟均具备冲击奖牌

乃至金牌的实力。

在举重赛场，女子 59 公斤级决赛中，

湖南小将罗诗芳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赛艇赛场，名将张亮将迎来一日双

赛。上午，他将代表湖南队参加男子单人

双桨半决赛，下午还将代表奥运联合队

参加男子双人双桨的 1/4 决赛。作为这两

个项目的绝对王者，张亮最大的考验来

自体能。

观战

导航

贾一凡领衔第二波冲金潮

湖南代表团 17日焦点赛程

14:30 羽毛球女子双打决赛

贾一凡冲金

15:00 举重女子59公斤级决赛

罗诗芳冲金

20:00 攀岩男女速度赛决赛

龙金宝、邓丽娟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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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9月

16 日电 在全党全国各

族 人 民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加 快 推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之 际 ，中 央 宣 传 部

以 云 发 布 的 方 式 ，向 全

社会宣传发布人民教师

吴 蓉 瑾 、王 红 旭 的 先 进

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

模”称号。

吴 蓉 瑾 ，女 ，汉 族 ，

1974 年 8 月 生 ，中 共 党

员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卢 湾

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

她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培 育

红 色 传 人 ，依 托 中 共 一

大 纪 念 馆 ，十 余 年 来 累

计培养了近千名小学生

党 史 讲 解 员 ，在 学 生 心

中 播 撒 理 想 信 念 的 种

子 ，坚 定 了 他 们 从 小 听

党 话 跟 党 走 的 决 心 。她

扎 根 基 础 教 育 、潜 心 教

书 育 人 ，矢 志 探 索 教 育

教 学 规 律 ，不 断 创 新 德

育 方 法 手 段 ，真 情 守 护

学 生 身 心 健 康 ，有 力 促

进了学生们德智体美劳

全 面 发 展 。她 推 动 教 育

公平、促进均衡发展，与

郊 区 小 学 合 作 共 建 ，为

偏 远 地 区 培 训 教 师 ，以

实际行动推进优质教育

资 源 均 等 化 ，在 努 力 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上作

出 了 突 出 成 绩 ，荣 获 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上海市教书育人

楷模等。

王红旭，男，汉族，1986 年 12 月生，重

庆万州人，生前系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

小学教师。他传承家风、担当使命，赓续

一家三代从事教师职业优良传统，积极

投身教书育人的光荣事业，培养学生健

全人格和强健体魄，体现了新时代教育

工作者的崇高追求和使命担当。他以德

立身、潜心施教，在基层小学默默耕耘、

无 私 奉 献 ，关 心 学 生 健 康 成 长 ，关 爱 学

生 学 习 生 活 。他 胸 怀 大 爱 、见 义 勇 为 ，

2021 年 6 月 1 日 ，在 重 庆 大 渡 口 长 江 边

勇救两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献出了宝

贵 生 命 ，用 短 暂 一 生 诠 释 了 为 人 师 表 、

行 为 世 范 的 深 刻 意 义 。逝 世 后 ，他 被 追

认 为 中共党员，追授“全国优秀教师”等

称号。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载人航天精神述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大漠戈壁金秋醉，弱水胡杨迎客归。

在完成既定任务之后，神舟十二号 3 名航天

员即将结束 3 个月的太空飞行踏上回家之路，返

回位于西北大漠戈壁的东风着陆场。

归来之时，太空还是那片太空，中国人却又一

次把一个国家崭新高度在这里标记——神舟飞船

首次快速交会对接，首次进入自己建造的空间站，

最长时间的太空驻留，最长时间的出舱活动……

这是中国航天的新高度，也是中华民族的新

高度。

站在中国正式进入空间站时代的时间轴上，

我们再回眸中国航天人 29 年来所走过的不平凡

历程，不由得发现，一次次托举起中华民族的民

族尊严与自豪的正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

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也成为民族精神的宝贵

财富，激励一代代航天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一）

1992 年 9 月 21 日，党中央正式批准实施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从那天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

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悄然起步。

此时，苏联已发射了三代飞船，建设了“礼

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美国则完成了飞船向

航天飞机的跨越。

面对晚于国外的现状白手起家，成千上万的

科研人员开始昼夜攻关；面对自然环境恶劣的大

漠戈壁顶烈日冒风沙，开建载人航天发射场；面

对测试发射没有工作流程的窘境从零起步，十几

个人组成的课题组全国奔波调研 2000 多个日夜，

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再大的困

难都吓不倒中国航天人，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

乐、埋头苦干，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一次

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挑战。

1998 年 1 月 5 日，从 1500 多名优秀空军飞行

员中精心选拔的 14 人，汇聚北京航天城，成为中

国首批航天员。

天空与太空，一字之差，被苏联航天员列奥

诺夫形象地称为“上天的阶梯”，包含了众多艰苦

万分的训练。

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里，常人只能承受 3 到 4

个 G 的重力加速度，航天员却要承受 40 秒的 8 个

G 的重力加速度。训练中，他们的五官被挤压变

形，眼泪不自觉地往外飞，胸部极度压抑，呼吸非

常困难，手臂抬不起来。一位航天员的母亲看后，

一边流泪一边不住地摆手说：“不看了，不看了!”

做这种训练时，航天员手边有一个红色按

钮，一旦挺不住了就可以立即按动红钮，请求暂

停。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人按过这个红钮。

可以说，“特别能吃苦”是由载人航天领域的

特别工作环境锤炼而成的。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

激励下，参与工程研制、建设和试验的中国航天

人，才能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实现了中华

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二）

在人生的旅途上，什么是最大的激励力量？

中国载人航天参研参试人员的选择，是把个人发

展深深融入祖国的航天事业。

2008 年 9 月 27 日，在黑色天幕和蓝色地球的

映衬下，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在浩瀚太空留下

中国人的第一个足印，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飘展

的那一幕已经凝结成中国人永远的记忆。

然而，这一历史时刻的背后却是惊心动魄的

生死考验。

就在翟志刚准备出舱之时，轨道舱频频响起

火灾报警声。直面在太空最害怕发生的事故，翟

志刚仍选择了毫不犹豫地出舱。他说：“无论发生

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完成任务，让五星红旗高扬

在太空。”

这也是中国航天人的共同心声。

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惊

雷乍起，长征 2 号 F 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直

刺苍穹。杨利伟刚开始感觉良好，但很快就遇到

了麻烦——火箭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

此前，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 难 以 承 受 的 痛 苦 ，感 觉 五 脏 六 腑 都 要 碎

了。”杨利伟说，“有一刹那，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杨利伟并不害怕牺牲。在出征之前，他早已

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他担心的是，如果

牺牲了，他就无法完成接下来的任务，中国人的

飞天梦想将推迟实现。

共振持续了 26 秒。后来有人评价：26 秒，见证

了中国航天员英勇无畏、舍身为国的赤胆忠心。

18 年后，“时代精神耀香江”之仰望星空话天

宫活动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成功举办。一名香港青

年学生这样问杨利伟：“您觉得航天员这个职业

最酷的地方是什么？”

杨利伟答：“在太空中，当我向全世界展示中

国国旗时，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最酷的。”

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把个人选

择与党的需要紧紧相连，把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

紧紧相连——这，是中国航天人特别能战斗的源

泉，是这个能打硬仗的战斗集体不断创造非凡业

绩的最根本原因。

（三）

载人航天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标志。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航天人始终坚持高

起点发展，自主创新，奋力攻关，突破和掌握了一

批核心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工程发展道路。

神舟飞船从研制开始就瞄准了国际第三代

载人飞船水平，直接采用三人三舱的设计方案；

为打造托举神舟飞天的神箭，运载火箭设计制造

人员开展了近千项技术攻关，让长征 2 号 F 火箭

成为享誉世界的“金牌火箭”；建设载人航天发射

场，采用中国特色的总体技术方案——垂直总

装、垂直测试、垂直整体运输、远距离测试发射，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系列新技术、新创造、

新成果，无一不是中国航天人创新攻关的智慧结

晶。

1999 年 11 月 20 日清晨，西北大漠深处。成千

上万的人们在袭人的寒风中兴奋地等待着。

6 时 30 分，长征火箭托举着中国自行研制的

神舟一号无人飞船直上云天，并于次日凌晨准确

着陆在预定回收区域。

这意味着，中国航天用短短 7 年时间就走完

了发达国家用三四十年走过的路。

可以说，崇高使命焕发了中国航天人特别能

攻关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激励着中国航天人不畏

艰险、勇攀高峰，在短短 29 年间便实现了从无人

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

内实验到太空行走、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

行的航天奇迹。

（四）

2021 年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长征二号 F 遥十

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

573 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将 3 名航天员顺利送入太空。

出征前，3 名航天员专程来到距离发射场数

公里外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从元帅、将军到普

通的官兵、科技工作者，有 760 多位为祖国航天事

业献出生命的人在这里长眠。

潘仁瑾就是其中一个。1998年 4月 18日，神舟

一号飞船紧张备战之际，载人航天发射场电磁兼

容工作负责人——潘仁瑾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为支持丈夫工作，潘仁瑾毅然辞去在上海的

工作，随丈夫来到大漠，一头扎进科研试验第一

线。测试工作大多在野外进行，无论是炎夏还是

寒冬，她都坚守在现场。

那天深夜，潘仁瑾口吐鲜血突然倒下。弥留之

际，她与丈夫有个约定：“飞船上天，勿忘相告”。

英雄淡泊名与利，惟愿飞天梦圆时。今天，我

们可以告慰烈士的是，已经有 12 艘神舟飞船从她

长眠之地飞向太空，中国人的太空家园也已经开

始建造。

作为中国航天史上规模宏大的跨世纪工程，

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汇聚了全国数千家单

位，数十万人参与其中。他们不论前方后方，不计

名利得失，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形成了强大合力。

正如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所说，载人航天

真的是“以平凡成就非凡，以无名造就有名”。

精神无形，却能激发出无穷的力量，激励人

负重前行、成就梦想。载人航天精神，是中国航天

人在建设科技强国征程上立起的一座精神丰碑，

是与“两弹一星”精神血脉赓续又极具鲜明时代

特质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努

力进取、跨越时代、勇往直前。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6日电）

授
予
吴
蓉
瑾
、王
红
旭
﹃
时
代
楷
模
﹄
称
号

中
宣
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