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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王荣华作为执
勤小队一员，参与了我国第五支驻利
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第三次长途巡
逻，为期半个月。此次巡逻区域为利
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至马里兰州哈勃
市一线，创下了该部队进驻任务区以
来的三个“最”：巡逻时间最长，巡逻距
离最长，巡逻环境最复杂。在巡逻中，
队员们顶风雨、冒酷暑，穿梭在雨林、河
流、沼泽之间，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平安
返回。我们摘编了王荣华在巡逻期间
写的 6 篇日记，让读者在平实的文字
中，感受他们作为维和战士，代表国家
为世界和平勇于奉献的精神。

8月9日，晴

历经12个小时的奔波，巡逻队伍
到达格林维尔市——前中国驻利维和
警察防暴队营区。进入旧营区，整齐
的蓝白色板房，房门上若隐若现的编
号，宽敞平整的操场，神圣庄严的升旗
台映入眼帘，向我们讲述着前四支防
暴队战友们在这里拼搏奋斗的日日夜
夜和点点滴滴！这里便是中国维和警
察防暴队队员们曾经的家。环视四
周，那棵被维和前辈们多次提到，有“信
号塔”之称的大芒果树显得格外醒
目。格林维尔通讯信号不佳，手机经
常接收不到信号，队员们常常要爬到
树上，用那微弱的信号与国内亲人联
系。如今，我们换防到首都蒙罗维亚，
条件虽然改善了很多，但环境仍然十
分艰苦，我们每一名维和队员都在不
断继承和发扬着前辈们艰苦奋斗的作风，用我们的汗水书写
新的篇章。

8月10日，晴

到营区第二天，一切慢慢走上正轨，大家各自按照分工开
始有序搭建小营区。我负责营区周边警戒工作，就在我站岗的
时候，一名黑人男子突然兴高采烈地走过来，用蹩脚的中文喊
着：“朋友！朋友！”我正在奇怪难道第一次到格林维尔就遇到
熟人了吗？还没等我开口询问，他便满脸笑容地问我：“你们搬
回来了？”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把我们当成了2016年
从格林维尔迁至蒙罗维亚的防暴队了。听到我说只是长巡暂
时驻扎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失望，但很快便又高兴起来：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会忘了你们，这里是你们的家，希望你们
多回来看看。”紧接着，这个热情的非洲“哥们儿”主动给我们当
起了向导，带我们打水、捡柴火，一直忙活到天黑。

8月11日，晴

在我们旧营地正前方不远处有一块空地，几块木板钉在
一起便是球门，当地人便称之为足球场。几个孩子正在球场
上追逐奔跑，用一个塑料瓶子当球，踢得异常兴奋。孩子们
发现我们，马上围过来。蓝队长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足球送
给孩子们，他们立刻像过节一样欢呼雀跃，不停地向我们敬
礼，仿佛像得到什么宝贝一般。一个小男孩偷偷拉住我，告
诉我：“我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个真正的足球，谢谢你们帮我
实现梦想！”希望这个足球，承载着中国防暴队的友好与善
良，能够成为孩子们难忘的童年回忆。

8月12日，晴

今天装卸完物资，天已黑，大家的肚子都叽里咕噜地开
叫了。我们相互开着玩笑，一会是吃西餐——压缩饼干呢？
还是吃中餐——方便面呢？忽然，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大家
赶紧朝着香气的源头望去。只见保障组队员已张罗了一桌
五菜一汤：辣子鸡、手撕包菜、番茄炒鸡蛋、烧茄子、红烧鱼、
鸡汤……饭后，我好奇地问，这么丰富的食材是如何找来
的？“大厨”揭开谜底，原来他们在出发前就准备好了泡沫箱
和速冻冰块，将处理至半熟的肉类放入泡沫箱内，再加上向
当地群众购买的食材，才有了这么一顿丰盛的野营大餐。接
下来的日子，“大厨们”每天都会按照这个方式做出可口的饭
菜，让队员们在工作之余，吃得舒心、吃得放心。

8月13日，多云

此次长巡，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为乘直升机远赴此地参
加活动的联合国秘书长副特别代表提供停机坪、直升机守卫以
及要人警卫。到达指定地点后，我们顾不上旅途辛劳，立即投
入部署，外围巡逻、高处观察、定点守卫、机动支援人员第一时
间到位，虽然烈日炎炎、蚊虫肆虐，但大家一刻都不敢松懈。

终于天空中传来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联合国秘书长副
特别代表雅库伯·海罗先生乘坐的直升机缓缓降落。“要人警
卫队形，展开！”所有队员按照指令，没有一丝忙乱，一切都如
同事先计划的那样顺利。这一刻，我想起看过的各种军事题
材影视作品的场景，想不到今天自己亲身参与了这样令人激
动的活动。雅库伯·海罗先生对我们的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中国防暴队，表现无与伦比！”

8月14日，多云

任务顺利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想不到在返回途
中，竟然遭遇了更大考验。那是在稍作休整，原路返回距
离首都仅有80余公里之处，由于连日暴雨，通往首都的唯
一道路被雨水冲断，道路损毁已有两日之久。就在我们联
络支援时，一声熟悉的乡音传来——“同志！你们是中国
防暴队？”我们惊讶地望去，是驾车路过的几位中国同胞。
当他们听说通行受阻后，便主动表示带我们从小路绕行。
一路上，他们的车始终在前开道，遇到水潭、坑洼、桥梁
总是先行确认安全才缓慢通过。经过 8 个小时的长途跋
涉，终于绕过损毁路段，并与大本营派来的支援部队顺利
会合。我们还来不及说声感谢，老乡的车便消失在茫茫夜
色中……

凌晨3时30分许，我们返回首都蒙罗维亚。1500公里
的行程，各种难忘的场景，让我永远铭记。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林珉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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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卫星研制团队：

专注十年，磨砺“慧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捷报频
传。‘慧眼’卫星遨游太空……我为中国
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力喝彩！”在习近平
总书记2018年新年贺词里，慧眼卫星被
点赞，这个开年的“大消息”，让35岁的
卫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顾荃莹喜出望
外，她所在的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慧眼卫
星研制团队也沸腾了。

2018年1月30日，继7个月前成功
发射后，慧眼卫星通过所有在轨“大
考”，正式交付用户。慧眼是我国首颗
X射线天文观测卫星，通过接收宇宙中
的 X 射线，研究黑洞与中子星活动特
性。短短 7 个月，这个明眸善睐的“宇
宙星探”已取得了多项零的突破，让国
人得以睁开自己的“慧眼”，洞见惊心动
魄的宇宙。这背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卫星研制团队已痴情守护、专注前
行了10年。10年间，他们曾面对无数
大大小小的选择。

面对技术难度，始终选
择“Hard”模式

“慧眼”的全名叫硬 X 射线调制望
远 镜 （Hard X- ray Modulation

Telescope，HXMT）卫星。“Hard”这
个关键词，既彰显卫星的技术特点，又
象征着卫星团队的闯关精神——在无
数个技术“拦路虎”面前，团队始终选择
最难的模式。

顾荃莹至今仍对一个重大的选择
印象深刻。那是在卫星研制方案的阶
段，大家遇到了一个在中国航天领域前
所未有的难题。由于慧眼要随时眼观
六路，捕捉宇宙中的蛛丝马迹，因此，遥
感和通信卫星对地球固定指向的设计
思路在这里行不通——如何确保卫星
在任何姿态、任意天线面向地球时，都
能准确而快捷地向“家里”传递数据呢？

必须让慧眼更智能！但是具体如
何实现？实施团队有两种意见：其一是
半自主地计算、选择最佳的天线，技术
难度相对小，但需要地面始终有人在操
作；其二是全自主智能，用户更加好用
易用，但攻关难度非常大。面对这样的
分歧，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潘腾坚决
地选择了后者。

这个选择意味着他们要在精确性、
机动性等方面展开艰苦的攻关和试
验。最终，他们用交叉布局、自主选择
算法等创新性的方法，圆满实现了需
求。从7个月出色的在轨表现看，当时
的选择虽“苦”了自己，却为用户节省了
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同时也带动了我
国空间科学技术创新的步伐。

2016年2月份，已完成力学试验的
慧眼，马上就要钻进真空罐开展热试
验。卫星团队却接到了来自用户“脑洞
大开”的需求：加入观测伽马暴的功
能。从航天器工程的角度来说，在最后
时刻添加需求，简直是天方夜谭。可
是，慧眼生来就是为了探索宇宙奥秘，
错过这个国际最新潮流，就意味着在空
间科学俱乐部里缺少话语权。因此，丝
毫没有试着向科学家们解释各种“不可
能”，潘腾咬定了要干。

为此，潘腾带着团队成员，与科学
载荷深入沟通，牵引着相关分系统展开

艰苦论证，共同开发平台和载荷潜能，
在不改变硬件状态的情况下，用巧妙的
算法、指令约束等手段，以强大的软件
实现了这一功能。他们和时间赛跑，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科学家们的
需求，创下我国航天领域又一佳绩。

就这样，慧眼一跃成为国际上硬X
射线和伽马射线能段最大面积的探测
器，也是这一能段天空中最灵敏的探测
器。在轨7个月内，慧眼探测到数十个
伽马射线暴，其中有几个是独家发现。
用户评价：“目前取得的初步成果已远
远超过预期。”

这样的故事，在慧眼卫星团队还有
很多。凭借闯关精神，团队逐个攻破了
一个又一个难题。慧眼虽采用的是成
熟平台，但是为了科学目标的实现实行
了大量个性化定制，不论是平台设计、
姿态控制，还是温度控制设计，都体现
出世界一流水平，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
空白，可谓工程、科学、技术完美融合。

面对冷板凳，始终选择
默默坚守

慧眼的研制历程并非一路高歌猛
进。更多的时候，卫星团队享受的是

“冷板凳”，甚至数次被按下“暂停键”。
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团队成员都有着
自己的选择。

顾荃莹是2006年进入五院总体部
工作的，她的职业生涯几乎与慧眼同时
起步。在经历了两年的预研之后，本应
顺利立项的慧眼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暂
时搁置。2009年和2010年，是卫星团
队寂寞的年份。立项遥遥无期，前景模
糊不清。顾荃莹也被安排开展探月三
期的论证工作。此时，团队中的老航天
人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据团队
成员张龙回忆，曾任多颗返回式卫星总
设计师的唐伯昶，这期间带领大家紧锣
密鼓地继续开展慧眼的论证。“在他身
上，丝毫看不出懈怠，带领大家以周例
会的方式滚动推进工作，抓得很严也很
细。”张龙坦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有
些不解，但是2011年真的立项之后，我
们已经把方案论证得很深入了，并没有
因‘暂停’而荒废，很庆幸一直坚持下来

了。”那时顾荃莹面临着新的选择：探月
三期的队伍也在向她招手。在举世瞩
目的嫦娥工程和前途未卜的慧眼之间，
她选择了后者。“还是对这颗卫星感情
深。”她说。慧眼卫星于她而言，早已成
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须臾不离。

同样的感情流淌在团队成员之
间。2011 年，刚从学校毕业的梁中坚
一入职就赶上了慧眼卫星立项。最初
参与嫦娥研制的他被安排加入了慧眼
卫星团队，从此慧眼成为他的唯一。与
他同批入职的同事们，不少人短短几年
间就在北斗、嫦娥、遥感卫星团队里经
历了数次研制流程，频繁尝到了成功发
射的甜头，但他却始终对“慧眼”情有独
钟，不离不弃。“这是我们的第一颗

‘星’，大家都像对待孩子一样去呵护
她，一心盼着她成功。”梁中坚说。

面对空间科学的明天，
始终选择静水深流

与慧眼卫星团队接触过的人，都会
有感于他们的谦逊与勤勉。作为抓总
研制者，即便在最困难、最紧迫的时候，
他们也从未同科学家以及分系统的伙
伴们红过脸。

“这颗卫星携带的载荷都太宝贵
了，凝结着国内众多科学家近 20 年的
心血，我们不敢让它们有丝毫损伤。”梁

中坚说出了团队成员的心声。为此，他
们温和而坚定地拒绝了很多存有质量
隐患的外协产品，帮助外协厂家一起想
办法提升质量，将航天质量管理规范传
授给对方，甚至花费心血去对方单位授
课。面对各类科学目标，以及伽马暴探
测模式等后续增加的需求，他们向科学
家虚心求教，掰开揉碎地吃透科学目标
的深层内涵和任务要求，几年下来他们
深入用户部门沟通协调数百次。每当
科学载荷研制中遇到技术难点和困惑
的时候，卫星团队都是主动靠上去，一
起分析技术细节，优化技术和管理，毫
无保留地传授工程研制经验和项目管
理规范。五院王希季院士曾对卫星团
队成员说：“要站在国家和使命的高度
帮助有效载荷上天。”他们做到了！

孕育了航天三大里程碑和航天“三
大精神”的五院，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
——从东方红一号到成功发射第100颗
卫星，五院用了41年时间；接下来发射
的 100 颗卫星，五院仅用了 6 年时间。
慧眼的成功，无疑彰显了五院在多领域、
多平台、全方位服务科学探测的能力。
引力波、系外行星、地外生命、宜居星球
探测……这些科幻小说中的情景，已在
五院的系统规划和论证中一步步向我们
走来。现在，顾荃莹被纳入到深空探测
预研队伍，梁中坚则加入了嫦娥四号研
制团队，更艰巨的使命在召唤他们。

浙江湖州安吉县鲁家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

让 农 民 富 起 来 笑 起 来
本报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呜——呜——”冬日清晨，寒意袭
人，唤醒浙江湖州安吉县鲁家村的，是
悠扬的汽笛声。一条4.5 公里的铁轨，
几列满载游客的红色小火车穿梭其间，
将18个生态农场串联成一个大景区。

这在 6 年前，鲁家村人想都不敢
想。泥巴路、土坯房、简易厕所，全村没
有一个垃圾箱，一到梅雨天，村里的道
路泥泞不堪。那一年，鲁家村在全县卫
生考核中排名倒数第一。

再看如今的鲁家村：2011 年成功
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2013 年发展家
庭农场，2017 年被纳入国家首批 15 个
田园综合体项目之一，村集体资产从
2011年的负债150万元到如今的总资
产1.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1年
的1.9万元增长到2016年的3.3万元。

鲁家村的蜕变，源于坚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也
源于敢想肯拼的村党支部书记朱仁
斌带领村民的共同奋斗。2011 年，事
业有成的朱仁斌回到家乡，决心振兴鲁

家村。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鲁
家村的“颜值”。朱仁斌说：“干净，是美
丽乡村发展的底色。”一方面，他身体力
行，亲自参与捡垃圾、清河道等工作。
另一方面，他积极动员，挨家挨户上门
走访宣传。3年后，鲁家村的环境卫生
水平从全县倒数第一跃居为全县第一。

在一次班子会议上，朱仁斌抛出了
一个耗资上千万元的美丽乡村创建规
划，顿时引发不解和非议，“痴人说梦”

“脑子撞墙”，朱仁斌的理想被视为天方
夜谭。

没钱，他便多次掏出自家存款无息
借给村里，最大一笔50万元。筹建时，
鲁家村招标挂牌3天无人问津，朱仁斌
又以个人名义为建筑费作担保，才有建
筑商肯承接项目。

仅半年多时间，鲁家村精品村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村里前期投入的1700万
元款项全部结清，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一些村民回家差点迷了路。”朱仁斌笑
着说。村民们对于创建美丽乡村的态

度，也从抗拒变为主动参与，20余位村民
主动筹资300万元用于建设家乡。

“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成果就是让
农民富起来、笑起来。”朱仁斌说，要带
着村民一起富。可鲁家村没有支柱产
业，如何致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提“家庭农场”，这让朱仁斌看到了
希望。

鲁家村地形以低丘缓坡为主，适合
发展现代农业，加上此前已有部分村民
办起了养猪场、养鸡场和蔬菜种植场等，
朱仁斌与村两委决定大力发展家庭农
场，提升村庄自身“造血”功能。

创意如何演变为资本？朱仁斌果断
决策：引入社会资本共同组建公司。其
中，村集体占股 49%，旅游公司占股
51%，采用“公司+村+农场”的模式共同
经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朱仁斌
介绍，18个家庭农场各不相同，分别以
果蔬、药材、竹园、高山牧场等产业为主。

规划有了，但 18 个家庭农场一个
个谈下来，并非易事。此后一个多月，

朱仁斌和村干部一家家去找，有时候与
农场主聊到凌晨两三点。及至招商有
了眉目，朱仁斌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妻子有些埋怨，但他却不在乎：“把村子
当作事业来经营，我很乐意，也相信一
定会做好！”

农场“火了”，美丽经济的效应开始
喷涌释放。朱仁斌算了一笔账：村里原本
荒废的土地每年产生360万元租金；800
个新增岗位每年为村民带来600多万元
工资收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约30万
人次，除去成本和分成，村集体每年创收
约660万元；村民开设民宿、农家乐，每年
产值预计可达近10万元。

今年，朱仁斌又给村里定了新目标
——打造“田园鲁家”美丽乡村田园综
合体，以鲁家村为核心，辐射周边南北
庄、义士塔和赤芝 3 个村，组团发展美
丽经济。他说：“党的十九大为我们谋
划了美好蓝图，未来我们要像对待生命
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好满足人民对优
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慧眼卫星团队在工作现场。 （资料图片）

慧眼卫星团队成员在队旗上签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