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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文化艺术工作者徐萍：

从震区少年到全国人大代表从震区少年到全国人大代表从震区少年到全国人大代表

近日，在新华社“新青年”创新项目上，“95后”全国人大代表徐萍、航天

员陈冬分享了他们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大家好，我是新青年徐萍。我是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名文化艺

术工作者。

十年前的一个中午，还在读初一

的我，在校门口等待进校的铃声。突

然间，耳朵里嗡嗡作响，我被身边的人

拽着往外跑，就在那几秒钟，天旋地

转，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我的身后，比

我慢几步的小伙伴，被压在了轰然倒

塌的校门之下。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点 28 分，

那一年我12岁。那次灾难中，我失去

了亲人，还有很多同学和老师。但幸

运的是，那一年，我身边涌现出很多很

多人，他们保护关心帮助我，让我渐渐

从灾难的痛楚中恢复过来。2008年的

冬天，除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还有了一

对“新父母”。他们在遥远的浙江台

州，在一项帮扶活动当中，我们组成了

结对家庭。

我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是 2009

年，那时的我，刚从农村出去，觉得什

么都是新鲜的。那天晚上，因为不习

惯陌生的房间，我有点儿害怕，结对妈

妈见我房间一直亮着灯，就过来陪

我。我睡着前，听到她说的最后一句

话是：“没关系，阿姨陪着你。”

原本的计划，是每年他们资助我

3000元学费，持续3年。可是如今，他

们依然是我的结对父母。十年间，我

们始终保持着不是血亲，更胜亲人的

情感。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我学到了珍惜，也

学到了感恩。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

一家文化机构，开始做艺术服务工作，

我们邀请文化艺术界的嘉宾，来给普

通老百姓做讲座，教学、分享、交流。

到目前为止，39期讲坛，每一期到现场

的观众，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

渐渐发现，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内心有

着如此强烈的，对文化艺术的渴求。

一个普通的青年，距离全国人大

代表有多远？我想说，过去“ 人大代

表 ”对我来说，是一个思政课堂、电

视、报纸和新闻app里的词，如今，它成

了我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

在得知自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的那一刻。我无比兴奋，我也在思考，

自己能做些什么？我所从事的传递、

普及文化艺术的这份工作，它的意义

在于让文化和艺术滋养更多平凡的心

灵。这种力量，能强大到给困境中的

人以支撑。

作为一个从地震灾区走出来，亲

历了灾后重建的青年女性。我目睹了

这些年，我的家乡发生着日新月异的

变化。我一直迫切地渴望，自己能从

一个受助者，变成一个回馈者。从变

化的见证者，变成变化的推动者。

当时那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党和

政府把我们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所以在我们青川有一句话：叫做“有手

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

我作为一个从地震灾区走出来的

年轻人，相比同龄人，能更加具体地、

深刻地感受到我所处的是一个多么强

大、多么温暖的国家。我想，这份渴

望，是我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源动

力。而全国人大代表这个光荣的身

份，能更好地帮助我，把这份渴望变成

现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见证了文化强

大生命力的我，会把文化艺术的传递

和普及，作为今天自己选择的道路。

我愿意成为一名文化建设的新兵。为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给人

民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贡献自己

的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

大家好，我是新青年陈冬。一名

航天员，也是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

对很多人来说，航天员是个熟悉

而又陌生的职业，是最光荣也最危险

的职业。网上很多人说，我是“上过天

的男人”，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上

天”这条路背后的故事。

1997 年高考时，我只填报了一个

志愿，就是长春飞行学院，并最终如愿

以偿，成为了一名飞行学员。那时候

没有微信，不能发朋友圈，我就拍了很

多的军装照，家人、亲戚、同学都寄上

一张，1个月的津贴全都用在了洗照片

上。

1999 年 4 月，我入党了。那年秋

天，还驾驶教练机飞上了蓝天。2010

年 5 月，我和刘洋、王亚平等 7 名飞行

员正式成为航天员大队中的一员。

报到的第一天，看到一位位曾代

表祖国出征太空的航天英雄，正在门

口欢迎我们，能够与心目中的英雄并

肩战斗，感觉真的是像在做梦，我兴奋

极了。航天员培训计划要求我们在1

年内完成18门课程的学习和考试，而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头学起。

那段时间，夜里12点之前我们没

有睡过觉，也没有休息日的概念。慢

慢地，航天员教室里出现了两个怪现

象：一个是大家都在后面站着听讲，防

止一坐下就犯困；另一个就是教室里

弥漫着风油精的味道，老师都被熏得

特别精神。超重耐力适应性训练，要

求过载达到人体自重的8倍，持续时间

40秒。我们每次进行这项训练时，脸

部肌肉都会变形，眼泪会不自觉地向

外飞，胸部极度压抑，呼吸非常困难，

手臂也抬不起来。进行这项训练时，

我们的手边有一个红色按钮，一旦挺

不住了就可以立即按动按钮，请求停

止训练。但是，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中，

我们全体航天员没有一个人碰过它。

2016年10月17日，是我们出征太

空的日子。凌晨1点多，我被从睡梦中

叫醒，开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记得从问天阁前往发射塔架时，道路

两旁全是欢送的人群，车外大家招手、

欢呼，车内我们则唱起了《歌唱祖国》，

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响起

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发射倒计时开

始了，随着“点火”的口令，火箭腾空而

起，感觉就像坐高铁一样平稳。记得

火箭整流罩刚刚打开的时候，我第一

次看到了太空的景象，特别漂亮。可

是，当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最初的失

重的兴奋感却一扫而空，身体开始发

热，我以为是太阳光照进来，带来的热

量，可是身体动了几下后，我的头开始

有点晕了，我这才明白是出现了空间

运动病，血液受到失重的影响，向头部

聚集，头开始发胀，脸也肿了起来，眼

睛外突，特别难受。到了晚上，钻进睡

袋里，身体却好像还在飘着，怎么也睡

不着。还是在景海鹏的帮助下，我才

慢慢习惯了失重的感觉。

神舟飞船与天宫二号成功交会对

接后，各项任务全面铺开。这次一共

安排了38项我们参与的科学实验，我

们严格按照要求操作，为地面科研人

员提供宝贵的实验数据，每天工作都

要8到10个小时。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 11 月 9 日，习

主席到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与我们

天地通话。他亲切地询问我们身体状

况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进展得顺

利吗？听到主席亲切的话语，看到主

席熟悉的身影，真是激动万分，令我永

生难忘。

33 天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太短暂

了，但神舟十一号任务的33天将会永

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会牢记习主席

的勉励和期望、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

航天事业发展的征程上勇攀高峰、不

断前行，为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

强国建功立业。

航天员陈冬：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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