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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自主创新 追求卓越——新时代北斗精神述评
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是政治大

国、经济大国的重要象征。
从1994年立项到2000年建成北斗

一号系统，从2012年开始正式提供区
域服务到 2020 年服务全球……26 年
间，中国北斗人始终秉承航天报国、科
技强国的使命情怀，探索出一条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从区域到
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从而使我国
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
拥有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开通。它的建成
开通，是国之大事喜事，很多人笑着笑
着就哭了。当中，很多工程开创阶段时
的科研人员，早已白发苍苍，但他们在
建设北斗系统过程中孕育出来的“自主
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的新时代北斗精神，已成为“两弹一
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血脉赓续，不
断激励着新时代北斗人继续前行。

前无古人的“中国道路”
在我国筹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之

时，世界上已经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起初，我们也想学习效仿其他国

家，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
题。国家安全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北
斗系统必须自主可控。

要想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
实现定位导航，就得保证用户在地球
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至少“看到”4 颗
定位导航卫星。GPS全球系统就是由
24颗工作卫星组成的。

当时，我国底子薄，不可能“一步
建全球”。1983年，“863计划”倡导者
之一陈芳允院士，创造性地提出“双星
定位”构想。这一方案，能以最小星座、
最少投入、最短周期实现“从无到有”。

后来，北斗系统首任工程总设计师
孙家栋院士，进一步组织研究提出“三
步走”发展战略，决定先建试验系统，然
后再建区域系统，最后建成全球系统。

1994 年1 月10 日，国家批准北斗
一号立项。6年后，我国建成北斗一号
系统，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
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太空本无路，但中国北斗人硬是闯
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

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
2004 年，我国正式启动北斗二号

工程建设。
中国北斗人仍然没有采取其他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单一轨道星座构型，又
一次独树一帜地选择了混合星座的特
色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首创以地球静止
轨道和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为骨干、
兼有中圆地球轨道卫星的混合星座。

对于以服务亚太地区为主的北斗
二号来说，这种“混搭”组合可以用最
少卫星数量实现最好覆盖效果，而使
用的高轨卫星的抗遮挡能力更强，尤
其在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为明显。
此外，混合星座还可以提供多个频点
的导航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
使用等方式提高服务精度。

“混合星座是国际首创。”中国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
工程院院士杨长风说。

深邃夜空，斗转星移。
2007年4月14日，第一颗北斗二

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我国正式进入
到北斗二号区域布网时代。至2012年
10月25日，我国在5年半的时间内先
后将16颗北斗二号卫星送入太空。

又两个月后的12月27日，我国正
式宣布：自今日起，北斗系统在继续保
留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北斗一号）
有源定位、双向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
务基础上，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正式提
供连续无源定位、导航、授时等服务，
这标志着我国北斗二号区域卫星导航
系统建成并开始正式提供区域服务。

中国智慧的“独门绝技”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相比，

2020年7月31日正式建成开通的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确实有自己的

“独门绝技”：除提供全球定位导航授时
服务外，还能提供短报文通信、星基增
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位、地基增强
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多
元化需求，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特别是短报文服务，其他卫星导
航系统用户只能知道“我在哪”，北斗
用户不但自己知道“我在哪”，还能告
诉别人“我在哪”“在干什么”，开创了
通信导航一体化的独特服务模式。

“在其他通信手段失效的情况下，
北斗短报文通信可以成为传递求救信
息、拯救生命的最后保险。”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工程副总设计师冉承其说。

如今，北斗三号将这一特色服务
的功能进行了大幅升级拓展，其中，亚
太区域通信能力可达到每次14000比
特（1000汉字），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
输语音和图片，区域短报文通信能力
一次提高近10倍，每次支持用户数量
从50万提高到1200万。此外，全球短
报文通信能力每次可达到 560 比特

（40个汉字）。
星间链路技术让卫星之间可以互

相通信，是北斗三号实现自主导航的关
键。这是因为，北斗系统的运行，需要
地面站对卫星进行检测和信息注入，但
有时卫星并不在地面站可覆盖的上空，
而有了星间链路不仅实现了数十颗北
斗卫星相互间的通信和数据传输，还能
相互测距，自动“保持队形”，对运动至
境外的卫星进行“一站式测控”。

此外，北斗三号全球系统还可以
提供星基增强、国际搜救、精密单点定
位、地基增强等多样化服务，能更好地
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我国北斗系统的标准服务精度在
6米-10米之间，而更高精度服务则需
要北斗增强系统来助力完成。目前，
我国已建成北斗地基增强“全国一张
网”，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实时米级、
亚米级精准定位服务。

2035 年左右，我国将建成以北斗
系统为基础，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
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
系。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守帅）12 月 23 日，省委书记、省军
区党委第一书记彭清华在成都主持召开
2021年省委议军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坚定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
面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进一步加
强党管武装工作，扎实抓好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不断开创国防建设与地方
建设协调发展新局面。

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出席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中央有关会议精

神，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田晓蔚汇报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情况，副省长叶寒冰汇
报2020年省委议军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并对会议有关议题作说明。与会同志进
行了讨论。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一年来，省军
区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决策指示，认真落实西部战区、军委国防
动员部和省委部署要求，聚力备战打仗，
强化改革创新，在思想政治建设、国防动
员备战、后备力量建设、遂行大项任务等
方面取得新的成效，特别是在应对处置
我省突发灾情中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2022 年我们将
迎来党的二十大，四川将召开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大事要事喜事多，做好明年工
作十分重要。省军区和全省各地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扎实抓好省委十
一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落实，全力支持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国防建设
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彭清华指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

建设，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
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突出政治
建军，深化政治整训，加强理论武装，始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做

“两个确立”的坚决拥护者和“两个维护”
的坚定践行者。要扎实抓好国防动员和
后备力量建设，着力提升应战应急能力，
抓实战备训练，高效遂行备战打仗、抢险
救灾、专业救援等任务，抓好国防动员体
制改革，推进民兵建设高质量发展，形成
战、建、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要协力
做好新时代双拥共建工作，始终带着责
任、带着感情、带着温度为驻川部队官兵
排忧解难，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强
全民国防教育，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活动，使关心国防、热爱国
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

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省军区要积极支援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助困解难等方面
贡献更大力量。

彭清华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
化责任担当，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党
委书记要切实担负党管武装工作第一责
任人责任，带头谋划国防动员、征兵工
作、国防教育等重点任务，推动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省直
有关部门要抓好地方配套政策和改革任
务落实，积极为部队建设提供高质量服
务保障。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有关领导，省军区党委其他班子
成员和机关局办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清华主持召开2021年省委议军会议强调

扎实抓好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不断开创国防建设与地方建设协调发展新局面

黄强出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2月23
日，记者从蜀道集团获悉，近日，由该集
团四川路桥参建的世界第一跨径悬索桥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合龙，标

志着这座大桥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离
通车更近一步。

土耳其 1915 恰纳卡莱大桥跨越马
尔马拉海西端的达达尼尔海峡，连接欧

亚两洲，为双塔三跨悬索桥，双向6车道。
桥梁为分离式钢箱梁，全桥钢箱梁

总长 3563 米。主跨长度为 2023 米，格
里玻鲁侧（欧洲岸）边跨长度为770米，

拉普塞基（亚洲岸）边跨长度为770米。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建成后，

将超越日本明石海峡大桥，成为世界上
主跨最长的桥梁。

离通车更近一步“四川造”世界第一跨径悬索桥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