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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學近百科目 訓練數千小時

「神女二號」：祖國圓我飛天夢
王亞平分享航天經歷「努力向前夢就會再近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岑志

剛）「追逐夢想的路上，並非一帆風

順，但擦乾眼淚，努力向前，我們就會

離夢想近一點、再近一點。」被譽為

「神女二號」的國家第二位女太空人王

亞平如是說。王亞平同時是首位80後女

太空人，她昨日於創科博覽上以「太空

360—國家航天發展的今天與未來」為

題，與觀眾分享追夢至圓夢歷程，及真

正飛升太空時的特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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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年
中五的
謝同學

曾參與少年太空人體驗
營，前往北京與國家航天
員交流，他得知王亞平來
港分享，特地與營友捧
場，更在講座上答中王亞
平發問的難題，成為其中
一位獲得親筆簽名首日封
的幸運兒。他表示，今次
講座的內容，過去王亞平
未曾分享過，「分享了許
多個人經歷，例如在太空
上的另類進食方法，所以
都好感興趣！」
體驗營的指令長陳先生

表示，他本身從事工程行
業，並會代課物理和數
學，對航天技術亦感興
趣，適逢體驗營招募義
工，便作為其中一名指令
員，帶領學生在北京交

流。他表示，學生可透過
體驗營親身接觸航天員，
亦因為有着相同興趣，能
認識來自不同學校的朋
友，是好的經驗。
另一名獲得首日封的觀眾

林小姐來自南京，目前在香
港中文大學修讀理學碩士，
主修食品科學。她憶述，
2003年中國首位太空人楊利
偉成功返回地球，引發她對
航天的興趣，到了初中時
間，有幸與國際空間站進行
天地通話，「中學與大學的
課程，亦有機會接觸到有關
知識，因此對國家航天發展
一直非常關注。」
她表示，對王亞平在天宮

一號的生活經驗最為深刻，
希望未來可發揮自己所長，
參與研發航天食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陳茂波楊偉雄到場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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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博覽」昨日踏入第三
日，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創科局局長楊偉雄到場參
觀。二人依次參觀「天」、
「訊」、「海」三大主題展區
的重點展品，包括「天眼」及
「水渾儀」等，還到訪「香港
之光」展區，了解香港最新獲

獎發明。其間陳茂波試戴便攜
式步態分析儀，分析步行姿
勢，同時在VR體驗區試玩
VR飛行戰鬥模擬器，隨後又
參觀鄭和船隊模型，並在科普
互動廣場的書法枱即席揮毫寫
下「團結基金」4個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林小姐（右）與友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幸運獲得王亞平親筆簽名首日封的謝同
學（右二）與陳先生（右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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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平與觀眾分享她如何追逐夢想及圓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茂波及楊偉雄到場參觀。 fb圖片

王亞平出生於山東煙台，「小時候覺得世界很
小，以為除了鳥兒沒有其他東西可飛上天空，

更沒有想像自己有一日能飛上太空。」她小時候的
夢想是走出大山回報父母，一直用功讀書。
高中畢業時，父母期望她入讀師範學院成為一
名教師，她卻瞞着父母偷偷報讀大學，最終以出
色的成績被大學錄取，命運從此改寫。
大學期間，王亞平迎來首個機會，國家公開招
聘女飛行員。「班上20多個女生，只有我不戴眼
鏡。」王亞平在同學鼓勵下成功通過初選，「之
後第一次體檢在濟南進行，前後共7天，回家後
父母都沒有問我結果如何，因為他們覺得並沒有
希望，當時整個山東省只錄取5人。」結果她成
為國家第七批女飛行員的一員。

首上機便跳傘 哭唱《真心英雄》
來到飛行學院後，王亞平除了學習還面對大量專
業訓練。她憶述，首次進行跳傘訓練是人生中第一
次上飛機，卻就要從飛機上跳下去。當時只有十七
八歲的他們除了新鮮、好奇，更多的是恐懼與緊張。
王亞平說：「雖然恐懼，但不跳會被淘汰，輪
到我時，我閉着眼睛便跳了下去了。在跳完回去
的車上，姑娘們不約而同唱起《真心英雄》，紛
紛留下眼淚。」
12載飛行生涯中，王亞平共飛行約1,600小
時，參加過奧運會消雲減雨、汶川抗震救災、各
地降雨及演習等任務。她說：「在和平年代，每
次能為民排憂解難，都是幸福和有成就感的。」
2003年10月15日，國家首個飛行員楊利偉飛
上太空。當時23歲的王亞平心情激動，「我也好

想飛出大氣層看看太空的樣子。」2009年，機會
真的來臨，國家招收第一批女航天員。她毫不猶
豫報名參加。

「耀眼光芒背後，考驗前所未有」
「小時候從未想過自己能成為一名女航天員，
是國家公平的平台給了我一次又一次機會，讓我
有機會實現夢想甚至超越夢想。然而，耀眼的光
芒背後是前所未有的考驗。」王亞平說：「進入
位於北京的航天城後，緊張的生活、嚴格的管
理、繁重的學習、艱苦的訓練，極大地超出了我
的想像。」
「從離心機到轉椅、從逃逸塔到野外生存、從
體驗入艙到真實操作，靠着堅持、堅持、再堅
持，自己向着飛天的夢想一步一步地拚搏攀
登。」歷盡艱辛，終迎來飛天良機。2013年6月

11日，王亞平搭乘神州十號飛船升空，成為國家
第二位女太空人。
升空一刻，她沒有害怕，腦海只有6個字：責
任、使命、圓夢。
15天的飛天任務，王亞平與隊員共完成37項太
空實驗，並首次完成「太空授課」創舉，透過視
頻與地面的中小學生互動，向中小學生展示失重
現象、陀螺實驗、水球演示等。
王亞平說，在太空中，她喜歡眺望地球，當飛

船略過祖國上空時，內心是油然而生的熱愛，
「是祖國，讓我有機會實現飛天夢想。」
王亞平透露，她在太空教學結束當日，曾去信
世上首位「太空教師」芭芭拉．摩根，感謝她對
世界載人航天教育事業的貢獻。
她又打趣地說，如果有機會到月亮去，會考慮

穿上嫦娥的衣服。

國家第二位女太空人王亞平
於 2015 年 5 月加入航天員大
隊。她憶述，她們用3年的時

間完成4年課程，雖然時間短，卻沒有降低標
準。她們3年內除要面對8大類近百個科目的學
習，還要經過數千小時的太空訓練，「彷彿過着
苦行僧的生活，逾1,800天裡，我沒有放過一天
假、沒有娛樂時間、沒有睡過一天懶覺，沒有逛
過一天街、沒有踏出過航天城一步，亦沒有一天
能在晚上12時前入睡過。」
作為一名合格的航天員，除要有特別的體能訓
練外，亦要接受嚴格的航空知識培訓，對於當時
已離開學校十多年、年逾30歲的王亞平來說，學
習難度相當大。她們更需將普通大學生修讀一年

的課程，壓縮在3個月內完成。
然而，她並沒有認輸，經過一年努力後，王亞

平順利通過各科考試，各科成績均達90分以上。
她憶述，除學業外，各項太空訓練更是一大挑

戰。她舉例指出，有時要穿着重逾200斤的航天
服接受長時間訓練，訓練完後，通常右手連筷子
都拿不起來，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對王亞平來說，「超重耐力訓練」是當時最困

難的訓練。她指出，普通人乘坐大型過山車時，
大約要承受兩個自己的重量壓在自己身上，航天
員平日訓練時，最多要承受8個自己的重量，同
時要按照規定做出指定動作。她說：「接受訓練
時，航天員的五官是變形的、內臟是移位的，承
受着來自身體的強烈不適，但多年的訓練中，卻

沒有一位學員觸碰過暫停按鈕，每人都是咬緊牙
關完成所有訓練。」
最具考驗的訓練是「狹小環境的隔離訓練」，學

員要在狹小的飛船環境中，連續72小時不停完成各
項指令。王亞平指出，其間不能睡覺，不能休息，
是對身體及心理極限的最大考驗。「野外救生訓練」
則將學員帶到高寒地區、沙漠、海上等不同的野外
環境中，要學員學習各項野外求生技能。
王亞平憶述，在航天員大隊有這樣一句話：

「有一種生活，你沒有經歷過，就不知其中的艱
辛；有一種艱辛，你沒有體會過，就不知道其中
的快樂；有一種快樂，你沒有擁有過，就不知其
中的真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岑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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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本港一個旅遊團於廣東南沙發生致命
車禍。事件揭發本港離境短線旅行團存在不
設本港隨團領隊、涉嫌誤導消費者等違規經
營問題，情況令人憂慮。旅行社只求節省成
本，忽視保障遊客權益，對遊客安全埋下重
大隱患，甚至不惜以欺騙手段吸客，應受到
法律制裁。國慶假期將至，當局必須迅速展
開業界經營規範化檢查，盡快修例革除流
弊，切實保障遊客的安全和利益，確保市民
外遊玩得放心開心。

外遊團設置本港隨團領隊，目的就是借助
領隊的專業素養和技能，不僅向遊客提供周全
的旅遊服務，更重要的是加強對遊客的安全保
障。旅行團一旦不幸發生意外，領隊可以盡力
確保當地的緊急處理能夠妥善進行，並與本港
旅行社、政府部門及團友家屬有更好的溝通，
將意外對遊客造成的損失、不便降至最低。

但是，近年本港不少旅行社推出低價一日
遊，竟然花十多二十元團費就能在鄰近的廣
東城市短線遊。將價就貨，不少旅行團千方
百計壓縮成本，即使出境團亦不安排隨團領
隊，此次肇事的旅行團正是屬於這種性質。

沒有了本港隨團領隊，遊客無法透過領隊
監察旅行團的安全及服務質素，包括旅遊巴
司機的駕駛狀況，此次車禍可以說是「上得
山多終遇虎」的必然後果。更不堪的是，由
於沒有隨團領隊，發生車禍後，遊客受傷遇
難，驚慌失措，卻得不到即時專業的安撫和

救援，貽誤獲得救助的時機，造成更嚴重的
傷害。血淋淋的教訓證明，外遊團不設本港
隨團領隊，把賺錢放在遊客安全之上，後果
不堪設想，這首先是對遊客的不負責，其實
也是旅行社自毁招牌。

除了為慳錢不設本港隨團領隊外，是次肇
事的旅行團還被發現，該團的團友均於內地口
岸集合和解散，且即日來回不過夜，並不符法
例定義下的旅行團，團友不會獲「旅遊業賠償
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
保障。但該旅行團的宣傳單張，卻聲稱受「旅
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疑有誤
導消費者之嫌。旅行社誤導消費者，隨時觸犯
商品說明條例，旅行社負責人需負上刑責。但
是，近年旅行社為了牟利，不惜鋌而走險，類
似誤導消費者的情況並非個別現象，旅遊業議
會就收到很多相關的查詢和投訴。

誠信營商、以優質服務待客，本來是包含
旅遊業在內本港服務業的最大優勢。一宗車
禍暴露出本港旅行社經營存在諸多問題，連
服務業最基本的要求都達不到，遊客的安
全、權益難言有保障。國慶假期來臨，正是
短線團出團的旺季，政府應借此次車禍向業
界敲響警鐘，加強抽查和懲罰，堵塞短線團
不設領隊、虛報受保的漏洞；另外，更要合
理修訂《旅遊業條例》，規定外遊團須有本
港隨團領隊，確保遊客接受保險保障，更好
地保障市民外遊的安全和權益。

外遊團違規經營堪虞 革除流弊保障遊客
有研究機構發表報告，指香港與內地的跨境婚姻近

年出現許多新變化，包括嫁給內地男性的香港女性數
目大增，更多夫妻願意婚後北上大灣區定居等等。這
些都顯示出香港融入大灣區，已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
趨勢，長遠而言，對香港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醫
療、養老等各個範疇都將產生重大的影響，特區政府
對此應該高度重視，早作研判並制定中長期的應對方
案，及時而有效地應對一系列融合對香港社會帶來的
新變化。

珠三角地區與香港人緣相親、地緣相近，早已密不
可分。過去20年，兩地跨境結婚夫婦人數接近100
萬，累積逾48萬宗，相等於香港家庭住戶比例約兩
成，佔整體港人婚姻的44%之多。過往港人與內地人
結婚，幾乎都是港男配內地女，而且絕大多數都是申
請內地配偶來港團聚。這些跨境婚姻昔日為香港源源
不斷引入新的勞動力，對香港經濟騰飛發揮重要的
作用。不過，隨着兩地經濟差距縮小，這個趨勢已經
有很大轉變。香港女性嫁內地男性數目，由1997年的
2,190宗上升至2016年的7,626宗，相反同期港男娶
內地女性的數目則由28,309宗下降至15,300宗。與此
同時，夫妻雙方婚後也未必一面倒選擇來香港定居，
而是有超過一半受訪者樂意在大灣區定居。這些新的
變化，值得社會高度重視。

另外，跨境婚姻另一個新特點，是既樂意在大灣區
內工作和創業，又認可香港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仍然較
為優勝，顯示這些跨境夫妻更多選擇在內地「搏
殺」，但依然需要香港的福利資源作為支持，這些新
情況將對本港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醫療和養老等

服務構成了新的變化影響，特區政府必須及早思考中
長期的方案，以應對此種人口流動的新變化。面對這
種新情況，少數人在散播一種閉關鎖港的言論，宣揚
一種抗拒融合的消極論調。作為一個細小的經濟體，
開放和自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我們更應該從積
極的角度來思考應對之策。

例如，當更多港人願意北上工作的同時，香港應該
思考如何吸引新的人力資源來港，讓人才有進有出、
良性互動，以配合香港的產業轉型；又如，很多跨境
夫妻選擇定居大灣區，是因為香港居住環境過於擠迫
之故，我們應該不遺餘力地覓地建屋，讓香港的人均
居住面積追上周邊城市。只有抱持這種積極有為的態
度，才能讓問題變成機遇，才能讓生活越變越好。

香港回歸以來，一直走在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
發展的道路上，兩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兩地同胞感情
不斷加深。國家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
更將大大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其他地區的融合發展。本
次調查亦發現，近7成人認為與內地融合是香港的「唯
一出路」。在融合的過程中，香港可以更好發揮自身優
勢，抓住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建設等機遇；與
此同時，融合的過程亦實實在在會對香港社會提出一些
新的要求。特區政府必須積極應對融合當中出現的新變
化，對將來本港的人力資源市場、跨境工作、居住、教
育、醫療和福利等方方面面作出全盤考慮，在資金流、
人流、物流、交通、基礎建設、文化活動、過關安排等
方面，尋求更緊密的配合和互動。只有對新變化有了充
足的研究，才能因勢利導，化被動為主動，轉危機為機
遇。

跨境婚姻顯融合 未雨綢繆早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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