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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那神舟飞天的一道

道风景线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

号，每次发射我几乎都参与报

道。采访足迹遍及载人航天工

程的“七大系统”。

记 者 ：冯 社 长 您 好。 自 从

1999 年报道神舟一号发射以来，

你与载人航天工程结下的缘份可是

不浅！您是最早报道载人航天工程

的记者。直到现在，每次发射您都

在现场，不管是当记者，还是当社

长。您很执著，也很幸运。

冯春萍 ：可不是嘛。在 1999

年 11 月发射神舟一号飞船前，这

一事件还属机密。虽然身在圈内，

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载人航天

工程几乎一无所知，对很多专业名

词、术语闻所未闻。而且，由于高

度保密的原因，起初我想尽办法也

拿不到采访证。情急之下，我在发

射的前一天 “夜闯”发射中心领导

家，用真诚和执著感动了他，获得

特批。

真诚换来了采访对象的信任，

我得到了独家新闻。“神一”发射

在凌晨 6 点 30 分，但要求记者在

前一天晚上到位。零下 10 多度，

里面穿着棉袄，外面是军大衣，还

是冷得瑟瑟发抖，我就在原地跑步、

跺脚，一夜无眠。

发射成功！大家特别兴奋，早

晨 8 点多钟的时候各岗位人员还在

总结、分析。我跟踪采访，直到庆

功的鞭炮响起时，我才觉得自己夜

里被冻僵的身体缓过来。在各大媒

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有不少我的

报道，我第一次有了作为行业记者

的强烈自豪感。

记者 ：这之后，你便成了载

人航天工程的“常客”。载人航天

飞船的发射与返回，都在人烟稀

少的偏远地带。发射时节天寒地

冻，条件恶劣，一般女性可不愿

往那里跑。

冯春萍 ：我心驰神往嘛。到神

舟三号发射时，我很想去内蒙古四

子王旗的飞船着陆场采访，见证那

历史性的一刻。于是着手联系，但

难度极大。那时的四子王旗是不

让公开提的，就是大报记者也很

少能去。当时的总编辑非常理解

我，毫不犹豫带我一起进入到这

片还未开垦的“新闻处女地”采

访，此行填补了飞船返回区采访

追随“飞天”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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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春萍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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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那儿是茫茫草原，一去就

是十余天，条件非常艰苦，上厕

所不方便，有时一碗面条或饺子就

是一顿饭。但我们挖掘出很多别人

得不到的新闻，我俩共同采写的《巡

天使者踏云归》获得了这一年度的

中国新闻奖。

从“神一”到“神九”的十多

年间，我采访的足迹遍及载人航天

工程的“七大系统”，想方设法参

加了研制过程中的多次大型地面试

验，如 ：返回舱着陆冲击试验、返

回舱空投试验、海上漂浮试验等以

及热真空试验、振动试验、火箭发

动机长程试车等等，还到过远望号

测量船队、火箭总装与飞船总装现

场、飞船降落伞制作车间、发动机

装配车间等。我的报道与航天事业

热情相拥，一篇篇见诸报端的新闻

作品和多部反映载人航天工程的书

籍就是见证。

做航天新闻人就要有航

天精神

——航天系统有一种“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航天工程的研制特别需要梦想

与科学精神的结合，我们办报

也需要糅合激情与严谨。

记者 ：在从事 18 年新闻一线

的采编工作后，您走上了社长的岗

位。谈谈你们的报纸吧。

冯春萍 ：2005 年，我被任命

为中国航天报社社长。那时，航天

系统内的各单位都步入改革发展

的快车道，航天事业发展形势大

好。报纸怎样反映这些动态，并唤

起国人对航天事业的崇高敬意与巨

大热情？经过思考与讨论，我们提

出 “立足航天产业、服务两大集团、

加速创新发展、铸造一流传媒”的

发展目标。

从建章立制开始。管理的精

髓是制度建设。我们不断地建立

健全制度，每年差不多有 15 ～ 20

项之多。比如让财务管理从“记

账财务”朝“管理财务”转变，

运用数据分析、加强预算管理等。

制度建设在新闻采编、经营管理、

行政管理，还有行为规范中一一

体现。有人说，我们的制度远不

止管 50 多人，完全适用于管理更

大规模的团队。

坚持“每月一课”制度。就是

每月请一个专家来讲座，讲采编、

管理等相关课程，让大家紧跟时

代的步伐，不断地补充新知。我

们是行业报里同等规模的报社中

获得中国新闻奖奖项较多的报社，

还想冲击更高级别的中国新闻奖

奖项，并努力实现在各方面的创

新与进步。

今年我们有一个设想，就是通

过学习培训，让记者掌握全媒体的

采访技能，打造一支全能型团队，

站在时代的前沿。

记者 ：从长期每周出版 2 期报

纸到 2008 年每周 3 期，再到 2009

年每周 4 期，中国航天报的容量和

时效性大大增强。这蛮有些“航天

精神缩影”的感觉呢。

冯春萍 ：是的。航天系统有一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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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自然而然地融入

我们这个团队的血脉。我们的编辑

记者不到 20 人，工作量很大，大

家都很敬业。从社领导到很多编辑

记者，一年的加班时间累计达 500

小时，相当于每周多上一天班。这

些年我们也在不断补充新人，为了

求得高素质人才，我们主动去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招人，那儿的工作

人员说，我们是第一家敢于到他们

那里上门招人的行业报。目前，这

批来自名校毕业的学生已经成长为

报社采编工作的中坚力量。

近两年来，我们围绕国家政治

大事、航天发射活动、企业改革深

化、航天产业发展、航天社情民意

等读者关注的内容，加大力度打造

一批重点栏目，拉近了和读者的距

离，让新闻更有生命力。

记者 ：从最初只有报纸的单一

媒体形态，到现在报纸、网站、手

机报多媒体并存，报社发展的速度

与广度都有大的提升。在新媒体发

展方面有什么规划？

冯春萍 ：我们积极争取在网络

建设方面有所作为，全新策划与设

计了中国航天网，初步实现了视频

新闻的制作和发布，并准备尝试开展

其它增值服务。目前，日均浏览量位

居十大军工集团门户网站之首。去年，

创办了中国航天手机报，实现了航天

新闻快速精准的发送，许多身处发射

场和深山沟里的航天人以前要滞后几

天才能看到报纸，现在通过手机报可

于第一时间知晓航天大事。

在去年11月中旬举办的珠海航

展上，由中国航天网举办的“蓝沙发”

系列在线访谈以其专业性和高水平

在航展活动中独树一帜。神舟九号

飞行乘组景海鹏、刘旺、刘洋，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新一代运载火箭

以及载人航天工程领域相关专家分

别受邀做客访谈现场，吸引了众多

观众与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打造航天文化的品牌

——各类航天特色鲜明的

文化创意主题活动，让航天人、

航天事、航天情在航天资源的

深度开发中熠熠生辉，延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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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天报的内容平台，拓展经

营空间。

记者 ：从古老的嫦娥奔月神

话到如今神舟飞船遨游太空的壮

举，与之相关的文化元素十分丰

富。近年来，随着载人航天工程

和探月工程的实施，航天事业在

国人中的影响力和魅力越来越

大，“发射”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

越高。在此情境下，中国航天报

如何开发利用“飞天”的丰厚文

化资源？

冯春萍 ：多年来，报社组织了

航天特色鲜明的各类主题活动及主

题晚会、科普展览、作品征集、航

天小记者夏令营以及航天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等项目，为广大公众关心、

了解航天科技搭建了平台，取得了

较高知名度。

2010 年，报社承担了上海世

博会太空家园馆的新闻宣传工作，

策划组织了院士系列讲座、“人与

太空 畅想未来”全国摄影、动漫

作品大赛等。尤其借嫦娥二号卫星

发射之机，报社策划举办的近万名

游客在太空家园馆边写祝福边看发

射的寄语征集活动成为了世博园内

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1 年，面对天宫一号和神

舟八号进行的中国首次空间交会

对接任务，我们策划了“携手神八 

交会梦想”大型公众征集活动，让

公众“晒出”个人的梦想，并将梦

想芯片搭载“神舟八号”飞船遨游

太空。活动以航天英雄杨利伟写下

第一个梦想拉开帷幕，以航天英

雄杨利伟、翟志刚和著名作家毕

淑敏共同发布梦想芯片内容结束，

历时近四个月，50 余家媒体参与

了全过程的报道，得到了 1200 多

万人次的关注。

2012 年，以我国首次载人交

会对接任务为背景，我们又策划

主办了“天地传鸿 祝福神州——

写给神九航天员的一封信”活动，

历时半年，得到了 34 家地方媒体

的支持，吸引了超过 2000 万人的

关注与参与。航天员在太空读了

这封“家书”，并拍摄下来，并在

央视播出，被中国报业协会评为

“首届中国报业新闻社会活动十佳

精品案例”。

记者 ：如今，航天员已成为

国人心目中的“大明星”，长征火

箭、神舟飞船成为民众眼中的“大

品牌”。在“大明星”和“大品牌”

背后，蕴藏着无限商机。中国航

天报依托这一资源，开展了一系

列群众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这

种实践对正在转企改制中的行业

报有何意义？

冯春萍 ：举办特色文化活动

能够大大提高报纸的社会影响

力，有效提升整体品牌价值 ；

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重收获。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

创意领导小组，做方案、做论证，

然后付诸实践。这几年，报社

的广告、活动等经营收入以平

均 20% 的速度增长。要突破自

我，又不能简单复制曾

有的创意，如何把企业

和媒体对接起来，把企

业和太空对接起来，再

把 媒 体 和 太 空 对 接 起

来，这需要智慧。

目前行业报正按国家

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转企改制工

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随着航天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

具有优异品质和多元价值的航天

文化，必将像航天科技一样，深

刻影响人们的生活。中国航天报

社将把这一资源优势用足用好。

本色做人，角色做事，

活出“飞天”的精彩

——航天精神注重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不但活出意义，

还要活出意思。

记者 ：您觉得自己的性别、性

格对于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冯春萍 ：女同志做事的特点是

善于抓细节，敏感度强。开会或

参观，很多人看完了听完了就算，

而我则留意哪些创意我们可以学，

哪些东西能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回来我就会和相关人员交流。我

挺追求完美的，老是期望精益求

精，我也这样要求大家。大型活

动完了后，除了鼓励，更要回头找

差距。这样也许很累，但我还是习

惯这样做事。

记者：听说你喜欢一句话：“人

活着不但要有意义，还要有意思。”

你在团队中提倡“本色做人，角色

做事”。

冯春萍 ：我工作起来很投入，

玩起来时很过瘾。与年轻人出去玩

时，比他们还 High。我喜欢摄影、

音乐，读的书很杂，从历史到时

尚、旅游，睡觉前一定捧着本书看。

年轻记者们说我永远都是精神饱

满、意气风发的样子。有的新记

者在采访中放不开，我说，职业

需要你跟人打交道，就得善于与

人交流。你必须这样，因为角色赋

予你这一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