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亲们热烈庆祝刘洋飞天凯旋

如果说 “人攀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道出了唐

朝诗人李白对神秘太空的向往与无奈， 那么， 今年

6

月 “铿

锵玫瑰耀星空， 林州刘洋第一人” 却唱出了林州百万红旗渠

儿女的杰出代表遨游太空的壮志和豪情。

6

月

16

日， 神舟

九号飞船发射， 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乘神舟九号飞船进入太

空， 而中国航天史上的这一位女航天员就是祖籍林州市五龙

镇泽下村的刘洋。

神舟九号飞船共有

6

名备选航天员，

4

男两女， 其中两

男一女共

3

名航天员将进入太空。 在

6

名备选航天员中， 林

州人关注最多的是刘洋。 在刘洋和另一位女航天员王亚平接

受封闭训练， 各种信息对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 能确定这位

女英雄就是红旗渠传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直至

5

月

29

日， 才最后确认刘洋真的是林州人。 这一惊天消息让家

乡人顿时兴奋激动起来。 当时， 关于刘洋的信息， 大家知道

的还甚少， 她仿佛一位云遮雾罩中的 “嫦娥”。 记者一行开

始追寻她的足迹。

寻访刘洋 英雄根在五龙

2012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

时许， 记者走进了林州市五

龙镇泽下村一户普通的农家。 就在记者跨进这户农家院门之

前

40

分钟， 才从林州市领导那里获悉了刘洋的故乡是泽下

村。 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记者不敢耽搁， 急

匆匆赶去了解。

就在记者赶往五龙镇的途中， 五龙镇政府工作人员先

期赶到了泽下村， 着手寻访刘洋在故乡的亲人。 每个人心

里都清楚， 如果刘洋真是泽下村人， 无论对五龙镇还是对

林州市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消息。 刘洋的

名字不仅会载入人类的航天史， 也将在林州的光辉历史上

闪闪发光。

刘洋的亲人中， 有一人叫刘海燕， 是五龙镇国土所所

长， 他是刘洋的本家叔叔， 其父刘天才与刘洋的爷爷刘义成

是亲兄弟。 这一天他恰好到安阳市办事。 电话中他说： “刘

洋是我侄女， 这是真的。 不过， 还不允许对外多说。 我父亲

在家， 你们向我父亲一问就清楚了。”

迎接记者的是刘天才老人。 老人

71

岁， 弟兄

6

个中他

排行第五， 是刘洋的五爷， 也是他这一辈兄弟中唯一健在

者。 刘洋的爷爷刘义成排行老二， 去年

5

月刚去世。

老人见家里来了这么多人， 知道是为刘洋的事而来。 他

热情地招呼大家在院子里坐下。 简要听五龙镇政府工作人员

介绍后， 带记者前来的林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路德军满

面笑容对老人说： “不简单啊！ 你们老刘家出了个 ‘嫦娥’，

为祖国培养了一位航天英雄

,

刘洋既是你们家族的骄傲， 也

是林州、 安阳的骄傲啊！”

刘天才听了显得有一丝紧张。 也许老人对嫦娥奔月的故

事还不是那么了解， 只知道嫦娥是传说中月宫里的仙女， 不

知她是偷吃了仙丹后从人间飞到天上去的。 老人憨厚地笑了

笑说： “农历四月二十七这天给我二哥做周年， 刘洋的父亲

石林还在家待了

4

天。 这中间我问他刘洋的消息， 他只说刘

洋在北京训练， 回不来。” 记者笑着问老人知道不知道刘洋

是国家第一批两名女航天员中的一个， 老人回答说： “我只

知道她会开好几种飞机， 在武汉当兵， 不知道她是航天员。

刘洋只是

6

岁的时候我二嫂带她回过老家一次， 她现在啥样

我还不清楚。” 大家被老人的话逗笑了。

记者拿过一份报纸， 让老人看上面登载的刘洋驾驶飞机

的照片。 老人眯着眼看了看说， 就是她， 她小时候瘦瘦的，

现在也没怎么变样。 “刘洋的父亲在家待了几天， 他从没告

诉我刘洋将来有可能飞到天上去， 我亲侄子对我还保密呢！”

老人看后说。 记者听了笑着对老人说： “对谁都要保密， 有

些事刘洋的父亲也不清楚啊！”

接着 ， 老人跟记者聊起了家族的事 。 老人的父亲也就

是刘洋的曾祖父叫刘佩英 ， 成立互助组 、 高级社时主动把

家里的牲口贡献出来 ， 是农代会的代表 。 老人的二哥刘义

成年轻时当过民兵队长 ， 也是八路军在林县与新乡之间的

交通员 ， 负责购置枪支弹药 ， 二十来岁离家 ， 后来在郑州

安了家。

但由于刘义成是老二， 刘天才是老五， 弟兄俩的年纪相

差

15

岁， 刘洋的爷爷又是二十来岁就离开家， 刘天才老人

对二哥刘义成的事知道得不多。 “不过， 我姐姐年轻时是村

里的妇女队长， 她今年

79

岁了， 以前和我二哥都在郑州工

作 ， 两家的距离很近 ， 她知道得多一些 。 有啥事你们问她

吧！ 我姐姐在刘洋小时候经常见刘洋， 她知道的自然也比我

多。” 刘天才老人从老家的事说到了刘洋的父母和刘洋的姑

奶。

原来， 刘洋的祖父刘义成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 后因革

命工作需要离开了家乡。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与家里有了

联系。 从那时起， 刘义成就在郑州市参加了工作， 并在当地

安了家。 刘义成有

8

个子女， 长子就是刘洋的父亲刘石林。

在刘石林这一辈， 刘家出了不少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 此时，

刘洋的父亲刘石林已得知老家的人正在了解刘洋的事。 他专

门从郑州打来电话， 说现在刘洋的事还不能对外公开说， 待

确定刘洋就要乘飞船进入太空时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

从得知刘洋可能是林州人这一消息到今天的确认， 整整

6

天时间。 “真不容易啊！ 这几天我们每日每夜都在想着刘

洋到底是林州哪个地方人的事。 现在确定了就好了。 林州真

不简单啊！

20

世纪红旗渠名扬世界， 今天林州好儿女就要太

空留名了！” 离开泽下村途中， 林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路

德军感慨不已。 他还一再对记者说， 刘洋的爷爷是位传奇人

物， 要深入挖掘一下。

追根溯源 刘家人才辈出

从泽下村回来， 记者立即着手详细了解刘洋的具体情况。

由于按规定， 刘洋的父亲刘石林和母亲牛喜云暂时不能接受

记者的采访， 记者便从刘洋的姑奶刘梅翠口里探寻相关情况。

79

岁的刘梅翠老人从郑州市市政部门退休后闲居在家。

接到家乡人的电话， 老人很高兴。 当记者问及刘洋的祖父、

父母以及刘洋本人的情况时， 老人在电话中显得非常激动。

“我们老刘家在泽下村可是大户， 从我父亲到我哥再到刘洋这

一辈， 每一辈人中都有值得一说的人物。 单刘洋这一辈中，

我估算了一下， 党员有

17

个， 大学生、 研究生有

12

个。 刘

洋算是他们中最为出色的了。” 电话中的老人很是为刘家而自

豪。

刘梅翠老人回忆， 其父刘佩英小时候家境贫穷， 大儿子

刘张山八九岁时还给地主家放牛。 后来， 刘佩英靠勤劳开了

几亩荒地， 买了一头骡子和一头驴。 农村土地改革， 刘佩英

加入农代会。 成立互助组、 高级社时， 刘佩英带头将家里的

牲口贡献出来。 刘佩英的二哥、 三哥在刘佩英的影响下， 把

家里养的牲口也献给了高级社。 刘氏兄弟三人大公无私的义

举成为林县当时的头号新闻。

1959

年， 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曾带刘佩英一起到北京参加代表大会， 刘佩英还受到了表彰。

1968

年， 老人因病去世。

刘梅翠在父亲的影响下，

15

岁就当上了村民小组长，

16

岁成了村里的妇女队长。

1957

年， 刘梅翠到县里出席表彰大

会， 那一次从大会上领回了

6

项奖， 奖状、 锦旗、 毛巾、 笔

记本等装了满满一书包。 其中 “民主和睦家庭” 这一奖项还

是安阳地区颁发的， 而且安阳地区仅此一家。

25

岁时， 因刘

梅翠的丈夫在郑州工作， 她到郑州居住， 并到市政部门工作。

“那时， 我们一家人都争着当先进， 到郑州不久我就成了分队

党支部书记， 那些男同志在我面前都服劲儿。” 老人说起年轻

时的一些事， 在电话中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到刘洋的祖父刘义成， 刘梅翠老人的语气显得有些沉

重： “我二哥可受了罪了， 年轻时被皇协军抓住， 坐老虎凳

毁了一条腿。” 老人在电话中的语速慢了下来。

刘梅翠老人讲道， 刘义成

16

岁就加入了村里的民兵组

织， 不到

20

岁当上了民兵队长。 因为胆子大、 办事干练， 受

到八路军在林县的负责人的赏识， 成为地下交通员， 主要负

责为八路军购买枪支弹药。 他每天晚上都是很晚才回家， 天

不亮就出了家门。 只要他一进家门， 总能听到银元哗啦、 叮

当的响动。 这时， 父亲刘佩英就叮嘱他别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免得让其他人知道。 后来有一天， 八路军一位姓苗的负责人

戴着礼帽穿着长衫来找刘义成。 当晚， 刘佩英、 刘义成的大

哥刘张山帮助他们从野地里挖出掩埋的银元、 金条等物， 又

将他们送到淇县火车站才返回家中。 而从那天起， 刘义成就

与家里人失去联系好几年。

新中国成立后， 按照组织安排， 刘义成曾在辉县、 广州、

西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辉县期间， 刘义成才有了消息。

由于当时郑州还未解放， 刘义成又到辉县市一带活动。 因叛

徒告密， 刘义成和几名地下工作者同时被捕。 刘义成坚贞不

屈， 敌人无可奈何， 刘义成幸免于难。 但因受到严刑拷打，

刘义成的一条腿留下了残疾。

以后， 刘义成辗转到了郑州市。 为谋生， 刘义成先是在

一个建筑工队安了身。 随后他多次寻找组织， 最终被组织安

排到郑州市环卫部门工作。

1952

年， 潘复生任中共河南省委

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因新中国成立前他的一枚铜章， 是

组织安排刘义成找人刻的， 所以他对刘义成有一定了解。 当

得知刘义成在郑州环卫部门工作时， 提出要给他重新安排。

但刘义成说， 他挺知足的， 有事干， 有工资， 比牺牲的同志

不知强多少倍， 拒绝特别照顾。 最终， 潘复生指示相关部门

给刘义成解决了住房问题。 此后， 刘义成一直在原单位工作

到退休。

2011

年

5

月， 老人去世， 享年

86

岁。

说到刘洋的父亲刘石林， 刘梅翠老人说了一句 “他人很

老实， 只知道做事”。 作为刘义成的长子， 刘石林

20

来岁就

到郑州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 是厂里的技术骨干。 随后又到

郑州重工机械厂工作， 现在退休了又被厂里返聘回去。 刘石

林大半生踏踏实实做事， 跟人打交道还是个直肠子、 热心人，

单位的人都很敬重他。 “我侄儿就刘洋一个闺女， 这闺女从

小像男孩子一样， 上进心很强。 我二哥在世时曾说， 刘家子

孙中， 刘洋最有出息了。” 刘梅翠老人从侄儿扯到了侄孙女身

上。

刘梅翠老人在郑州安家后， 碰巧的是与二哥家挨得很近。

刘洋小时候经常到姑奶家玩。 印象中， 刘洋比较瘦气， 但很

有精神。 话虽不多， 但说起话来很有个性。 上高中后由于学

业紧张， 刘梅翠老人很少见她。 高考当年， 刘洋入选空军，

上学

4

年内很少回家， 老人此间没见过刘洋。

2010

年， 全国

挑选女航天员， 刘洋从

15

名候选人中被选为第一代女航天

员。 此后一直接受封闭训练， 包括刘洋的父亲也需经国家相

关部门同意后， 才能到北京与刘洋见一面。

在与老人通过电话后， 记者又赶往五龙镇泽下村采访刘

洋的本家叔叔刘海燕， 试图更多地了解刘洋的其他情况。 刘

海燕说， 刘洋的小名叫洋洋，

6

岁时回过老家一趟。 小时候

刘洋不爱跟人多说话， 但一到关键时就显露出水平来。 上小

学、 初中时， 当过学校的演讲冠军。 当年刘洋参加高考， 刘

海燕恰好在郑州办事。 刘洋告诉他， 老师推荐她报考飞行员，

她决定试一试。

10

多年过去了， 她现在已成长为国家第一批

女航天员， 而且又有可能是第一位飞天的女航天员， 这些真

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数年一剑 志在问鼎苍穹

从一个普通人成为一名飞行员就是一个极为艰苦的过程，

再从一名飞行员到一名航天员更需要经过严格训练。 数年间，

刘洋远离亲人接受封闭训练， 为的就是一飞冲天遨游太空。

从小就有人缘、 有威信。 在故乡亲人的心目中， 那个小

名叫洋洋的女孩并不特别出众： 样子瘦瘦的， 有点腼腆， 和

现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位英姿飒爽的成熟女性相差甚远。

上小学时， 刘洋是个不张扬但很乖巧的女孩。 初中三年，

刘洋学习刻苦， 工作认真。 高中毕业后， 刘洋虽考取了超过

当年地方重点院校录取线

31

分的高分， 但她毅然选择了长春

第一飞行学院， 要成为一名女飞行员。 当刘洋提出报考空军

时， 父母都认为她不可能被选中， 答应她去试一试。 结果第

一关通过了， 父母慌了神。 因为他们就只有这么一个闺女，

有点舍不得。 但刘洋的心已定， 她瞒哄父母说， 还有第二关

呢！ 结果她连闯三关， 最终入选。 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空军在河南招收的首批女飞行员。

航校毕业后的

2001

年

6

月， 刘洋被分配到素有 “女飞行

员摇篮” 之称的广空航空兵某师， 成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

一名飞行员。 从此， 刘洋更加刻苦地钻研飞行技术， 珍惜每

次飞行的机会。

2010

年， 国家挑选首批女航天员， 刘洋与山

东人王亚平成为国家首批女航天员。 在神九飞船发射的前一

天， 刘洋被确定为中国飞天的第一位女航天员。

6

月

10

日下午， 刘洋的父亲刘石林从北京回到了郑州。

这是他在神舟九号飞船发射前最后一次见刘洋。 刘石林在电

话中说： “一切等刘洋飞天时再说吧！ 我会把全部消息第一

时间告诉家乡牵挂刘洋的人。 谢谢你们！”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目睹 “嫦娥” 刘洋飞天，

举国欢腾， 家乡的人更是激情满怀， 热情高涨。 孕育了

5000

年的嫦娥飞天神话终成激动人心的现实。

“云雾”中追寻“嫦娥”的足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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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剑昆

通讯员

付云周

泽下村的乡亲们观看神九飞天直播时关注着刘洋

刘洋成为故乡的亮丽名片

神九飞天时，家乡的代表同刘洋父母居住的小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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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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