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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月球的名单

天工程中心就编制印发了《“十三五”科学普及发展规划》，作

为中国探月工程科普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

2020 年，该中心又完成了《科普工作“十四五”规划研究报告》。 

“当下，我们在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传播航天知识和

技术成果、弘扬航天文化和探月精神的时候，需要站在大视野、

大科普、大社会的高度，努力实行全方面的改革。”嫦娥奔月

航天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兴利在接受《新民周刊》

记者采访时表示。

过去，中国航天的科普由政府主导，抓重大任务的科普示范；

目前，政府逐渐转变为引导者的角色，由全社会各方面力量来

承担，航天科普逐渐走向常态化、经常性开展。航天科普曾经

只注重于科技知识的传播，而现在青少年更能从中感受到新技

术新成果、科学思维方法以及对未知领域不懈探索的科学精神。

青少年们现在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传统媒体传播、场馆

展示已经不够，新媒体、互动交流才能抓住他们的心。近年来，

中国探月重视“互联网 + 科普”科技传播，借助国内外知名网

络平台，以探月航天科普的内容信息、服务云、传播网络、应

用端为核心，构建科普信息化服务体系。探月工程利用微博、

微信、抖音、移动客户端 App 等新媒体、自媒体，提高科学传

播的吸引力和渗透力；同时应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

MR（混合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科普互动展品、产品。

探月工程抓住一系列热点事件开展传播，例如中国共产党

建党 100 周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65 周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 500 次纪念等，提升了全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许兴利表示：为了汇集社会各界力量，让航天事业融入国

民文化，航天科普的工作模式正逐步由开展公益性活动为主，

向统筹做好公益性科普事业与市场化科普产业转变；组织实施

上也逐步由系统内独立承担，转变为充分动员和发挥社会各方

面力量共同开展科普工作。

中国探月与麦当劳的合作正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双方

达成了共识：“每个孩子的梦想都值得珍视”，要努力为孩子

们创造和打造梦想实践的平台。为此，双方以中国探月嫦娥五

号任务为契机，组织了 2020 年度“点亮梦想”活动，让全国各

地的孩子们把自己的航天梦想描绘在画纸上。上万幅孩子的航

天梦画作存入了“梦想芯片”，由嫦娥五号带上月球并返回地球，

实现了“在月球开画展”。

其中一名 8 岁的孩子在画纸上记录下自己的航天梦：将来

的月球是一个比地球更适宜生活、更五彩斑斓的世界，那里在

孩子们的建设和治理下，到处是芳草绿树、碧水蓝天。这幅画

的名字，叫《一起建设美丽月球》。他说：“在那里，每个孩

子都有喷气书包，这样就不怕上学迟到了。”

“妈妈，我想飞去月球，可以吗？”如果孩子问你这样的

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好啊，记得回来吃晚饭。”——这是

麦当劳 2020“点亮梦想”活动启动视频里，小男孩妈妈的答案。

看到后面我们知道，那个小男孩正是在月球上留下人类第一个

脚印的阿姆斯特朗。

可以说，通过这些国家级的重大工程，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

航天梦的种子，从娃娃开始为实现中国的航天梦培养新生力量。

孩子们是中国下一代航天事业的接班者，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希望。未来几年，当中国探月、中国航天事业逐步

走向世界前列，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关注地球之外的

世界，心中迸发出梦想的种子。中国探月也将继续致力于向年

轻一代讲好航天故事、普及航天知识、传播航天精神。

在“双减”背景之下，全国数千个孩子和家庭参与了中国

探月与麦当劳联合组织的 2021 年度“点亮梦想”活动。这次，

他们将航天梦展现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火箭模型上。记录着他们

的火箭作品的芯片，将随着长征十一号火箭发射升空；而所有

参与活动的孩子的名字，也将“天榜题名”。这一张前所未有

的“天榜”，为每一个小小的梦想加油，也是每个参与火箭制

作的孩子应得的荣耀。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天榜’，为孩子们打造从宇宙认

知到实践探索等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梦想展示平台，让更多

的孩子可以大胆做梦，让更多的家长认识孩子们梦想的可贵。”

许兴利表示，“愿全社会都来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梦想，助他们

梦想成真！”

2021麦当劳“点亮梦想”厦门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