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 2323 日日 星期星期三三

责任编辑 / 崔 丽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美术编辑 / 李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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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电信事业，起源于一部装

在旧木箱里的电台。近一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它作为珍贵文物，静静地躺在中国

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开关和调节旋

钮都已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也

布满岁月痕迹，而关于它的那段传奇，却

从没被历史淹没。

1930 年 12 月 30 日 ，红 一 方 面 军 在

江西龙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歼灭

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张辉瓒第 18师，缴

获了 18师的电台，但因一个电子管在开箱

清理战利品时被毁坏，这个电台设备成了

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半部电台”。

上世纪 20 年代，无线电短波技术开

始应用在战争中，而在井冈山和赣南打

了许多仗的红军，通信联络依旧“原始”，

“没有无线电电台，就像造桥缺少‘鲁班

石’一样。”毛泽东说。

靠着修复过的电台，红军成功捕捉

到敌军的行动方案，几天后围歼国民党

军谭道源第 50 师，又缴获一部完好无损

的无线电台。毛泽东、朱德得到电台抄收

的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时如获至

宝 ，连 连 称 赞 ：“ 太 好 了！这 是 没 有 纸 的

‘报纸’啊！

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党的

秘 密 电 台 起 步 更 早 。1929 年 秋 ，笼 罩 在

白色恐怖中的上海，第一道红色电波从

大西路福康里一座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

里传出，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

党的信息传递，由此从早期交通员人力

通信的方式，跨越到 20 世纪初先进的无

线电通信方式。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

个地下无线电台，周恩来亲自编制了第

一本密码本。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人物原型就

是当年上海地下电台工作者李白烈士。

长征途中，时任红军五军团无线电队政

委的李白向全体队员发出“电台重于生

命 ”的誓言 。1949 年 5 月 7 日，他用生命

践行了自己的承诺，牺牲时，距离上海解

放只有 20 天。

1940年 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

功率为 10 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1940
年 12 月 30 日 19 时整，以“XNCR”为呼号

的延安新华广播从延安的窑洞中发出，响

彻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华夏大地，给这个

苦难的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 如 果 电 波 是 有 形 的 ，那 么 1948 年

的西柏坡就会被一张电波交织的大网严

严实实笼罩着。”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参

谋的刘长明说 。73 年前的春天，党中央

从陕北转移到西柏坡，通过电波，这里成

为 全 国 革 命 的 总 指 挥 部 。据 统 计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党中央共发出 408
封电报，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在内的 24 次重大战役。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进驻北

京香山。此后 181 天，一串串红色电波从

这里发出，“嘀嗒、嘀嗒”声中，指挥中国

革命走向胜利。1949 年 10 月 1 日，五星红

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红色通信完成了

人民解放事业“鲁班石”的历史使命，建

设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新征程，由此开启。

“半部电台”传出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陆县委，我

们这里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

急需一千支‘二巯基丙醇’，越快越好，越

快越好！”

1960 年 2 月 28 日《中 国 青 年 报》头

版头条刊载了记者王石、房树民的长篇

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文章真

实记录了北京长途台话务员用电话紧急

联系各方救援，最终空投药品使中毒人

员转危为安的感人故事。

当时情况危急，特效药必须在 30 小

时内注射到中毒者身上，找遍当地市县

所有药店，也不够 30 支二巯基丙醇。马上

想办法联系北京！当时电话从山西传到

首都要经过几次转线，求救电话一点一

点接近北京，一个小时后，电话终于接通

国务院。一根电话线，成为连接 61 个阶级

弟兄和北京救命药店之间的“生命线”。

“险情就是命令”，“人在通信在”，为

生命竞跑的路上，中国通信人从未缺席。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半部电台 ”起

家之时，毛泽东就勉励通信人员“用无线

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1948 年 12 月，

他 在 西 柏 坡 亲 笔 题 写“ 人 民 邮 电 ”四 个

字，为新中国邮电事业指明方向 。70 多

年来，无论是抗洪抗震还是抗击疫情，通

信人总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保障通

信畅通，提供信息服务，在一次次应急通

信保障中，书写着通信人的拼搏奉献和

责任担当。

45 年 前 ，唐 山 大 地 震 当 晚 ，唐 山 市

四层邮电大楼以及长途通信楼、市话通

信楼轰然倒塌，邮电局值大夜班的多名

话务员、报务员、机务员在岗位上殉职，

唐山长途电路全阻，电报、电话全部无法

受理。冒着余震的危险，机务站和线务站

的工作人员从倒塌的邮电大楼废墟钻到

一层的电缆井里，用带去的磁石电话机，

连通了地委与郊外站的第一部话机。

1976 年 7 月 28 日下午 3 点，头上、腿

上的伤口还没有包扎的唐山长途台话务

员王淑华，坐在战备小交换机前，哽咽着

发出了地震以后唐山长途台的第一声呼

叫：“北京，我是唐山长途台⋯⋯”从那时

起，唐山连接到北京的这第一条长途电

话线路，就成为中央指挥抗震救灾的专

线，通过这条线路，国务院用电话向唐山

下达了抗震救灾的第一个命令。

2008 年 5 月，汶川特大地震，对中国

通信人而言又是一次严峻考验。灾后持

续暴雨、公路严重毁坏，加上余震不断、

山体滑坡随时发生，3 万通信抢险人员

翻山越岭、夜以继日，人拉肩扛手抬，短

短几天就打通了通往灾区的一条条“生

命线”，全面修复了电网、通信等设施。震

后基站倒塌、光缆断裂、通信中断，卫星

电话就是灾区的“生命线”。当时，“风云”

“资源”“北斗”“遥感”等 9 种型号 15 颗卫

星，绘制气象云图，实施卫星通信，将灾

区的重要信息及时传递给各级指挥部，

为抗震救灾提供导航服务。

2017 年 8 月，九寨沟地震时，通信救

援的科技含量更高了。当时多处电缆损

毁，基站中断，通信受阻，中国移动紧急

调 运 了 一 套 国 际 领 先 的 无 人 机 高 空 基

站，从高空迅速覆盖并打通了受灾区域

的移动通信信号，24 小时不间断地保障

应急抢险队伍和灾民的通信需求。

2020 年年初，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中，12 个小时设计搭建完成远

程会诊系统，一天半建成火神山第一个

5G 基站，3 天开通 5G 网络，中国通信人

以责任与担当完成了 5G 时代的第一次

“ 大 考 ”，借 助 优 异 网 络 ，为 远 程 重 症 监

护、诊疗信息收集、医院远程会诊等方式

提供高效、可靠的通信保障，极大地激发

了全国人们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疫的

决心和信心。

守护通信“生命线”

一部小小手机的变换，见证了移动改

变生活的梦想。

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代手机进入中国

人 的 生 活 。那 个 像 砖 头 一 样 厚 重、被 称 为

“大哥大”的黑色大家伙，身价不菲，一度被

中国人看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直到上

世纪 90 年代的 2G 时代，手机还只能用来

打电话和发短信。这一时期，中国引进国外

技术，在世界通信业领域赛道一直处于“跟

跑者”行列。

进入 21 世纪，移动通信成为全球科技

创新和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必争之地，中国

开始寻求突破。为了促进 3G 以及 4G 的发

展，2001 年我国启动了 Future 计划（未来通

用无线环境研究计划）。面对国际市场的激

烈竞争，中国移动力求自主创新，在 4G 发

展方向上，选择了不同于欧洲标准的 TDD

道路。

“我们当时看到 TDD 未来的前景，在

技术创新上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移动研究

院副院长黄宇红 20 年来一直深耕通信技

术 自 主 创 新 ，一 路 见 证 了 中 国“1G 空 白、

2G 跟随、3G 突破、4G 同步、5G 引领”的艰

辛历程。

中国的技术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

使 TDD 成为世界认可的国际标准。当时世

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是 FDD-LTE 制式，

而中国移动倡导的则是 TD-LTE（第四代

移动通信系统）。

2007 年，4G 标准制定进入尾声，当时

中国 TDD 技术发展前景十分渺茫。中国移

动集团级首席专家刘光毅和团队担负起推

动中国 TDD 技术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从技术提升、推动国际标准等多个方面展

开工作，在 TDD 标准最为关键的帧传输结

构等方面提出 3 项核心技术革新方案，显

著提升了 TDD 系统的技术竞争力。经过历

时半年夜以继日的攻关，他带领团队经历

了 与 国 际 主 流 设 备 商 和 运 营 商 的 多 轮 博

弈 ，成 功 推 动 TD-LTE 成 为 全 球 唯 一 4G
TDD 技术标准。

让 黄 宇 红 感 慨 的 是 ，2013 年 12 月 4G
正式投入商用以来，中国移动用 3 年时间

完成了 2G 时代 10 年的建设工作。4G 商用

规模实验殊为不易。当时技术人员在 15 个

城市、两万个站点进行了 1 万多次的测试，

2012 年在广州的规模试验中，全球第一次

200 多人在同一地点同时使用笔记本进行

性能测试，留下了一个难忘而珍贵的历史

镜头。

“1G、2G、3G 时代，更多的是让人们了

解和开始使用移动通信。”刘光毅表示，4G
是在中国发展最积极也是最成功的一代移

动通信技术，人们日常生活由此迎来巨大

变革——出门不用带钱包、银行卡，使用手

机支付和导航、共享单车、在线购物等已成

为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从行以方便

到快速通达，通信的每一步变革，都在切实

地改变每一个人对世界的想象。

“4G 改 变 生 活 ，5G 改 变 社 会 ”。到 了

5G 时代，中国移动的目标是，标准产业双

引领，打赢一场“翻身仗”，让世界看见中国

力量。结合在 4G TDD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和影响力，刘光毅带领团队提出了全球瞩

目 的“5G 之 花 ”方 案 ，实 现 了 在 ITU/
3GPP/NGMN 等 国 际 标 准 和 行 业 组 织 中

对 5G 需求的全面引领。刘光毅及团队深耕

“新频段、新天线、新架构、新设计、新能力、

新传输”六大关键技术方向，中国移动成为

5G 独立组网标准推动的事实主导者之一。

团队共申请 5G 专利 2000 余项，专利实力

位 居 全 球 运 营 商 第 一 阵 营 ；在 3GPP 等 国

际标准化组织中共牵头 27 项 5G 核心标准

项目，提交 5G 标准化文稿 3000 余篇。

不仅充分发挥在全球通信领域的产业

影 响 力 ，推 动 我 国 主 导 的 TDD 技 术 成 为

5G 系 统 的 基 础 和 主 流 ，中 国 移 动 更 牵 头

5G 国际标准关键项目 61 个，获得 5G 专利

超过 2000 件，实现了名副其实的“领跑”。

人们对 5G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字：

“快”，从 1G、2G 到今天的 5G，峰值速率从

KB 级别提高到 MB 级别，再到如今的 GB
级别，手机已经可以实现近似地面光纤宽

带的千兆带宽，4G 网络需要 10 分钟下载

的一部 4K 高清电影，5G 网络只需要几秒

钟便可完成，近几年最火热的购物模式“网

络直播带货”，正是建立在高速移动网络的

技术基础之上。

5G 不 仅 是 更 快 。 黄 宇 红 将 4G、 5G
比喻成“修路”和“造城”：“4G 是修数

据通道，5G 是立体通道。两者最大的区

别是 5G 不是单点的技术，需要打造跨行

业的融合生态。”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的生

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远程在线生活

工作模式在疫情期间得到充分运用，全国

各地专家在远程医疗场景下抗击疫情，学

生在家接受远程教育，员工线上完成远程

会议⋯⋯在诸多“远程”需求得以实现的背

后，是凭借 5G 技术拥有的大带宽、低时延

和快速部署等技术能力支撑。

从 1987 年第一个移动通信基站诞生，

到今天 30 多年时间里，移动通信经历了 4
次代际变迁。今天，在全面推进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一个

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现代化通信网络

已然布局于世界东方。

中国移动成立 20 年来，以不懈努力和

使命担当，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

个“牛鼻子”，矢志不渝用自主创新带动产

业突破，冲在了世界通信业“领跑者”方阵。

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中国移动再

出发，主动迎接 6G 新挑战：针对 6G 后续研

究乃至标准化，相继发布了面向 2030+系

列白皮书，提出了“数字孪生，智慧泛在”的

6G 愿景、6G 网络六大特征、“三层四面”6G
网络逻辑架构。中国移动还积极推动构建

6G 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面向基础研究和

行业短板，继续开创移动通信新辉煌。

中国移动网络施工人员在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侧建设 5G 网络。 中国移动供图

从2G到5G 从“跟跑”到“引领”

中国通信业跻身“领跑者”方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2020 年 5 月 27 日 11 时，2020 珠峰
高程测量队成功登顶，在海拔 6500 米
的珠穆朗玛峰前进营地，中国移动在冰
天雪间撑起了5G网络，通过5G信号完
成了一次世界海拔最高的直播。那一
刻，世界移动通信史再次被刷新。众多
网友通过 5G+云网技术见证了这一通
信业的“中国高度”。

从2G、3G、4G时代一路走来，今
天的“5G上珠峰”，不仅是人类生命禁
区的极限挑战，更让今后的登珠峰、科
考、环保监测、生命救援等充满科技含
量，也有了更多底气。

2020 年 2 月，抗击武汉新冠肺炎疫

情之下，亿万“云监工”通过 5G+云网实
时在线慢直播技术见证了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从“云监工”
到“云登顶”，背后是中国通信业不断突
破核心技术，实现重大技术从“跟跑”“并
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上网课，藏族女孩斯朗巴珍要
爬到雪山上找信号。2020年2月，中国移
动西藏公司昌都分公司把设备手提肩扛
搬到山上，专门架设一个基站，让她终于
能够在家里上网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信息孤岛”实现了通网，直播带货助力
脱贫攻坚。“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成
为我国通信业务发展的主旋律。

2019 年 10 月 1 日，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

阅兵进行通信应急保障。 中国移动供图

1930 年 12 月 30 日 ，红 一 方 面 军 在 江 西 龙

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半部电台”，随

同红军战士走完长征路，并屡立战功。 资料图片

制图：李晗

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在珠峰大本营开通。

中国移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