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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
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展示
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
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
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
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
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磅礴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活
动。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
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
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表示，今年 6 月 25 日，嫦
娥六号完成任务后成功返回，我发了
贺电。今天，我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来看望大家，代表党中央，再次向大
家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嫦娥六号完成了人
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突破了
多项关键技术，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是
我国探月工程的重要里程碑。20 年
来，探月工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持续攻关，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
程实践、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方面取
得丰硕成果，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
的月球探测之路，为我国航天事业发
展、为人类探索宇宙空间作出了重大

贡献。
习近平强调，探索浩瀚宇宙，建

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
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
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

习近平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
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
业。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和
平利用、合作共赢的原则，“嫦娥”既
是中国的、又属于全人类，为国际科
技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为全球深空
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
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
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

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强调，探索太空永无止

境。希望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
乘势而上，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
究，接续实施好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
工程，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
应用全面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
新功。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九天揽月·
探月工程二十年”成果展览。

李干杰、李书磊、张又侠、张国
清、吴政隆出席上述活动。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
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技
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嫦娥六
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
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
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六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活动

中国乒乓球的辉煌历史中，张
燮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运
动员时期，这位乒坛“魔术师”，以
独特的直拍长胶削球技术独步天
下；转型为教练后，他培养出多位
世界冠军，引领中国乒乓球女队登
上一个又一个巅峰。如今，耄耋之
年的他，依然心系体育强国梦，躬
身力行推广乒乓球运动，倡导全民
健身。

9 月 13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
署主席令，授予张燮林“体育工作杰
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党和国
家一直惦记着我们这批老运动员、
老教练员，我非常荣幸和激动，这个
荣誉是对自己一生的肯定。”张燮林
说。

追逐热爱 为国争光

1940 年，张燮林出生在上海。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球拍全靠
自制。“整个小学就一张乒乓球台。
放学后，抢不上球台，我就在空地上
画一张‘球台’，中间划一条线当
网。学校劳工课时，拿旧的三合板
当原材料自制球拍。”张燮林说。

凭 借 满 腔 热 爱 ，张 燮 林 练 就
一身扎实的基本功。随着年岁增
长，他的天赋与努力有了回报，不
仅在各类业余乒乓球比赛中屡获
佳绩，还获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
的称号。

上山下乡期间，张燮林成为上
海汽轮机厂技校的一名学徒工。他
经常上午在郊区的工厂劳动，下午
前往市里参加比赛，次日一早再赶

回工厂。没有专业教练指导，他就
通过观摩专业选手比赛，摸索适合
自己的打法。

这份坚持与执着，为张燮林带
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1959
年，19岁的业余好手不负众望，为上
海队在第一届全运会中夺得男团金
牌。

此时，成为职业运动员还是回
工厂继续工作，一直困扰着张燮
林。“领队看出了我的心思，跟我说，

‘小张，你到工厂去，做四级工是不
错的。不过全上海四级工有一大
堆 ，但 能 打 好 乒 乓 球 的 ，就 你 一
个’！”张燮林回忆说。

一想到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为国
争光，在热爱的事业中实现人生价
值，张燮林毅然选择了前者，“这个
选择绝对无悔！因为我太爱乒乓球
了”。

进入国家队后，张燮林的技战
术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国内比赛
中接连告捷，国际赛场上更加自
如。在第 27 届世乒赛上，张燮林轻
取日本选手三木圭一和木村兴治，
为男团夺冠立下奇功，并与王志良
配合拿下中国队历史上第一个男
双冠军。在第 31 届世乒赛上，他与
林慧卿搭档，夺得中国队首枚混双
金牌。

执教有方 与时俱进

张燮林退役后成为国家队教
练，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耕耘。
1975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乒乓
球女队主教练。在他执教期间，中

国女队夺得十届世乒赛团体冠军、
三枚奥运金牌，并多次蝉联世乒赛
单、双打冠军。

张燮林总结道：“国家队教练员
首先是‘采购员’，要眼光独到，把有
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进来；然后
是‘指导员’，既发现问题，弥补不
足，又发扬长处，优势为先；最后是

‘推销员’，把爱徒推举到世界大赛
中去，为国家争光！”

在他的执教理念中，扎实的基
本功和全面多变的打法是队伍长盛
不衰的关键。

“基本功是任何体育项目最基
础的东西，一定不能丢！要练好，练
得扎实！”同时，他也鼓励运动员在
比赛中敢于创新、敢于突破，以多变
的打法应对不同的对手。

在张燮林的悉心栽培下，一批
又一批优秀运动员脱颖而出。

世界冠军刘伟回忆道：“张指导
为每一位运动员制定训练计划，帮
助我们最大限度发挥优势。他常说

‘没有杀不死的球，没有救不起的
球’，给我们很多鼓励。”

“当时主张百花齐放，世界上有
的打法，我们都有。打法多了，对方
才难以捉摸，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
地的关键。”张燮林笑着说。

张燮林的执教成就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和赞誉。1989 年，他被评为

“建国 40 年以来杰出教练员”；13 次
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96
年，国际乒联特授予他“优秀教练员
特别荣誉奖”，迄今他仍是唯一获此
殊荣的人；2008 年在第 49 届世乒赛

期间，他荣获“国际乒联杰出贡献
奖”。

亲力亲为 心系体育强国梦

作为“小球推动大球”打开中美
关系大门的历史见证者，张燮林曾
在 1972 年随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交
流，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
见，并应邀到联合国总部及多所大
学、工厂打表演赛。

“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无
论是我应邀到联合国总部打表演
赛，还是我跟李富荣到春晚现场打
表演赛，所有这些都让我非常自
豪。”张燮林说。

张燮林深知乒乓球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如若利用好群众对“国
球”的喜爱，让更多人从体育运动中
受益，体育强国梦将很快实现。即
便退休在家，他也依然积极投身乒
乓球和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工作
中，努力让更多人参与、享受运动的
快乐。

张燮林说：“民间高手多啊，有
些球真是让人拍案叫绝，打得真漂
亮！”在各类乒乓球赛事和全民健身
的活动中，常常能看到张燮林为业
余选手、学生和群众提供场外指导，
分享打球心得和经验。

现年84岁的张燮林还有一个心
愿，激励着他继续为体育事业发光、
发热，“我希望全民都能重视体育，
大家都健康地生活，到公园和体育
馆健身的人越来越多”。

新华社记者胡佳丽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张燮林：书写“国球”辉煌 捍卫祖国荣光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