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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戈壁，火箭军某部二级军士

长侯长岭站在发射车前准备就绪。“点

火！”随着一声洪亮的口令，导弹按时

发射升空。

得知导弹成功命中目标，侯长岭

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虽然类似的场

景早已历经无数次，但每次都能让侯

长岭心潮澎湃。

入伍 20 年来，侯长岭被中央军委

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被

共青团中央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评

为“全国军地青年典型”，被火箭军评

为“十大砺剑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

2 次、三等功 4 次，所带班荣立集体三

等功 6 次……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军

营、对导弹事业的热爱。

“穿上军装，就要在
自己的战位上战斗下去”

2002 年，侯长岭应征入伍，成为

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

起初，侯长岭是一名警卫战士，参

加演训时，他的任务是警戒站岗。“我

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看着竖立在

发射架上的导弹，侯长岭下定决心。

经过不懈努力，侯长岭考进了原

第二炮兵青州士官学校。然而，面对

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技术参数，侯

长岭一度感到了压力。“再难也要翻越

眼前这座高山！”憋着一股劲，侯长岭

迎难而上，埋头苦学。

2006 年，作为优秀学员的侯长岭

积 极 向 党 组 织 靠 拢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毕业时，他取得了每门课 90 分以上、专业总评第一名的好

成绩。那一年，他荣立了军旅生涯第一个三等功。

从课堂走向战位，侯长岭成为火箭军某部一名导弹操作号

手。经过不懈努力，他熟练操作两型导弹发射车全部号位，多次

在比武考核中夺魁，成长为一名导弹精兵。

2018 年，服役满 16 年的侯长岭，面临一次人生抉择。一边

是去重金揽才的地方单位，一边是留下来迎接新的挑战，他义无

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发射架就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穿上军

装，就要在自己的战位上战斗下去。”侯长岭说。

“有他在，大家心里更有底”

某次任务中，侯长岭所在部队首次在高原高寒条件下执行

实弹发射。恶劣条件下，装备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增加。侯长岭

作为发射专业的把关员，不畏严寒、疲劳和高原反应，将一个个

故障隐患全部排除，最终导弹成功发射。

能够准确高效排除故障，得益于侯长岭多年如一日的努力

学习和训练。“当兵就当能打胜仗的兵！”侯长岭常常把自己关在

连队的库房里埋头苦学，对专业原理图做到熟记于心，撰写一本

本学习笔记……

“他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总是冲在最前头。”侯长岭所在部队

分队长程亮平说，“有他在，大家心里更有底。”

近年来，侯长岭所在部队迎来了装备换型的关键阶段。侯

长岭和战友们赴厂跟学新装备的操作使用。那段时间，侯长岭

一边学习装备操作使用，一边琢磨制作模拟训练器材，力争做到

“没有装备能训好，有了装备能打仗”。

在侯长岭的感染下，战友们鼓足干劲、争分夺秒，学理论、练

操作。在学习发射车驾驶过程中，侯长岭帮助大家上车学驾驶、

下车学理论，一遍又一遍练习操作、总结提升。最终在驻厂军代

表、厂家和单位组织的三方联合考核中，驾驶员全员通过。

“我愿用青春和热血，筑梦神剑腾飞”

“一字在前、一班当先”。作为某连一排一班的班长，侯长岭

在班里贴上了一幅标语。这既是对班里战士的要求，更是侯长

岭长期践行的誓言。

这些年，侯长岭先后 10 余次参加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安全

保障上千次操作训练，排除装备故障和事故隐患百余起，在多次

发射中作为唯一“士兵专家”担任技术指导。他带出的专业技术

骨干，成为部队备战打仗的中坚力量。

作为班长，侯长岭始终积极帮助班里同志成长，解决他们遇

到的难题。他坚持为战友过集体生日，让他们感受班级的温暖

……“班长说了什么，自己就一定带头做到。”二级上士李元林把

侯长岭视为追赶的榜样。

“要能坚守自己的战位，把每一个任务都做到极致。”侯长岭

经常和战友分享心得。如今，在他的带领下，班组已成为一个坚

强的战斗集体。

2021 年 1 月，侯长岭所在部队奉命远赴陌生地域执行某重

大演训任务。侯长岭带领发射班组，将发射车 3 万多个备件分

类整理、编序存放，并制订相关准备清单，将常见故障梳理成册，

让官兵照着能做、动手能修，极大提高了装备应急抢修效率。

“在新的起点上，我将瞄准打赢未来战争，把岗位本领练到极

致。”侯长岭眼里满是坚毅，“我愿用青春和热血，筑梦神剑腾飞！”

（张磊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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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侯长岭将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火

热军营，始终扎根一线倾力奉献，立足岗位练兵备战，用行动践

行了火箭军砺剑精神，展现了青春激昂的奋进力量。

瞄准“金牌号手”这个目标，侯长岭从不懈怠。数不清的日

日夜夜里，他埋头苦学、认真钻研，练就了岗位所需的真本事、战

争制胜的硬功夫，从一名导弹专业“门外汉”成长为发射场上的

导弹精兵。他始终把岗位当战位，用满腔赤诚和不懈追求，托举

导弹飞得更高、打得更准。

脚踏实地、精益求精，侯长岭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放眼全军，无数像侯长岭一样的青春身影，正在本职岗

位上书写忠诚、担当、使命，绽放青春光芒、追逐青春梦想，在火

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

扎根一线 砺剑前行

“深化北斗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北

斗产业高质量发展”，北斗产业化应用

已写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据悉，多个行业、部门和省份

已将北斗应用纳入相关“十四五”规划，

北斗应用和北斗产业在“十四五”期间

进入发展快车道。

当前，北斗系统已在众多行业领域

实现深度应用、规模化发展，赋能各行

各业成果丰硕、效益显著。北斗系统正

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的科技先锋。

我国卫星导航产
业规模超过 4000亿元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着眼于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

行的卫星导航系统，属于国家重要空间

基础设施。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冉承其介绍，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正式建成开

通以来，运行稳定，服务性能稳中有升，

全球范围定位精度实测优于 4.4 米，亚

太地区性能更优，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

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已经成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时空基石。

目前，北斗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应用深度广度持续

拓展，已进入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

国际化发展关键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负责人

介绍，目前，北斗产业体系基本形成，产

业应用初具规模，海外市场拓展取得积

极成效。据统计，我国卫星导航产业规

模超过 4000 亿元。

从产业基础看，国内以北斗为核心

的导航与位置服务技术创新持续活跃，

国产北斗芯片、模块等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支持北斗三号新信号的 SoC 芯片，

在物联网和消费电子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截至 2021 年底，具有北斗定位

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 10
亿台/套。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负责人

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提高北

斗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优化完善

产业生态，推动北斗应用深度融入国民

经济发展全局。

北斗系统全面服
务各行各业，产生显
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全国各地，北斗在农业领域的规

模化应用，使其成为农民增产增收的好

帮手。基于北斗系统的深松作业机、玉

米茎穗兼收机、高效植保机、小麦联合

收割机、甘蔗种植机、播种无人机等，实

现了远程调度管理，提升了农业生产

效率。

在林场林区，护林员、森林草原防

火网格员带着北斗巡护手持终端“巡

山”，实时查询巡护轨迹，实现精准巡

护，工作效率大大增加。北斗系统已广

泛应用于森林防火、天然林保护、森林

自然调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监测大坝形变、建立城市渣土运输

管理监控平台、设置“电子网围栏”放

牧、帮珠峰测身高……目前，北斗系统

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应急

管理、农林牧渔等行业，融入电力、金

融、通信等基础设施，广泛进入大众消

费、共享经济和民生领域，产生了显著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已有超过

790 万辆道路营运车辆安装使用北斗系

统，近 8000 台各型号北斗终端在铁路领

域应用推广，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自动

驾驶系统超过 10 万台/套，手持巡护型

终端、北斗应急指挥终端、北斗车载终端

超过 15000 台/套用于森林防火，医疗健

康、远程监控、线上服务等下游运营服务

环节产值近 2000亿元。

大众应用方面，以智能手机和智能

穿戴式设备为代表的北斗大众领域应

用获得全面突破，包括智能手机器件供

应商在内的国际主流芯片厂商产品广

泛支持北斗。北斗地基增强信息已进

入 智 能 手 机 ，可 实 现 米 级 定 位 。 2021
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中支持北斗的

已 达 3.24 亿 部 ，占 国 内 智 能 手 机 总 出

货量 94.5%。

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服务是北斗

应用的特色优势，在特殊情况下，用户

可以主动发送“我在哪”“需要什么帮

助”等信息。发挥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

服务的特点，面向应急搜救、遇险报警

等需求，建立覆盖全球的公共应急服务

平台，可以为海内外用户提供优质服

务。据悉，具备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服

务能力的大众手机也即将面市。

据介绍，通过天上北斗星座和地面

增强系统的共同协力，这种基于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通过卫星与地面通信的双

路播发方式，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北斗

高 精 度 时 空 服 务 ，实 现 北 斗 高 精 度

应用。

截至 2022 年 3 月，北斗高精度时空

服 务 的 每 月 调 用 次 数 已 突 破 1000 亿

次，其中，北斗加速辅助定位服务请求

超过 600 亿次，实时厘米级和实时亚米

级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请求超过 480
亿次。北斗加速定位服务成为国产智

能手机“标配”，从汽车、无人机、共享单

车、公交车，到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再到

桥梁、矿山等，高精度时空服务正在为

各类智能装备提供服务。目前，北斗高

精度时空服务覆盖全球百余个国家和

地区，累计服务超 11 亿人口。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风表示，建设北斗

系统的目的就是要让航天技术走进千

家万户，服务百姓生活。目前，各行各

业 都 在 使 用 北 斗 ，并 且 产 生 了 重 大

效益。

发 展 形 成 更 多
“北斗+”和“+北斗”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近日，在雄安新区智慧交通示范项

目 现 场 ，基 于“5G +北 斗 ”的 无 人 接 驳

车、无人零售车、无人清扫车、巡逻机器

人等多种无人车和机器人按照统一平

台调度，实现了无人化工作。

“北斗+智能网联车路协同”“无人

配送”等综合性应用场景，是北斗系统

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应用的体现。产业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离不开时间和空

间的重大基础设施。杨长风说，通过提

供时间和空间信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时空基

础设施，在推进数字产业协同、产业数

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负责人

表示，将推动北斗与 5G 通信、大数据、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深度融合，发展

形成更多“北斗+”和“+北斗”的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建设更加泛在、更加融

合 、更 加 智 能 的 综 合 时 空 信 息 服 务

体系。

目前，多项行业规划都将北斗应用

纳入其中。《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

要点》明确推进北斗智能终端在农业生

产领域应用。《“十四五”交通领域科技

创新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大力

发展智慧交通，加快北斗应用。推动北

斗在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智能铁路、智

慧民航、智慧邮政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构建北斗交通产业链。

北斗系统的不断完善和能力提升，

为 北 斗 产 业 的 蓬 勃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基

础。杨长风表示，以平均每年 20%增长

率计算，2025 年后北斗产业规模有望达

到万亿元。2035 年前，我国将建成以北

斗系统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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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未来智能化、无人化发展提供核心支

撑。届时，从室内到室外、深海到深空，

用户均可享受全覆盖、高可靠的导航定

位授时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更好

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截至 2021 年底，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产品
社会总保有量超 10亿台/套

北斗远在天外
应用近在身边

本报记者 余建斌

■大数据观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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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幼儿园举办趣味运动会，

让小朋友们在快乐游戏中强健体魄，享受运动乐趣。图为小朋

友在“虎虎生威”趣味游戏中跨栏。

武志伟摄（影像中国）

跨 栏

（上接第一版）

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采风

录制收集整理散存于各地区、各领域的

民族音乐资源。截至 2021 年底，已形

成文字资源 3547 万字，图片资源 12645
张，乐谱资源 7680 首、视频资源 2502 小

时，数字化资源近 49.65TB。

全 国 不 可 移 动 革 命 文 物 3.6 万 多

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 100
万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超过

1600 家。

一个个数据、一个个项目，反映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成果。2017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

施，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取得良好成效。

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颁布，注重在

记忆、传承、创新、传播四个方面着力。

目前，文化家底基本摸清，文化资源数据

库逐步建立，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加

强，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

本走向得到深入研究阐释。

与此同时，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

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一批讲

好中国故事、具有广泛影响的电视节目

栏目推出，一批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的文

艺精品和创意文化产品涌现，一批深入

研究阐释传统文化精华、普及文化经典

的图书佳作出版。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

之美”，《2022 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观

看热潮。开播 7 年来，《中国诗词大会》

推动诗词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助力文

化建设向纵深发展。新一季节目以“江

山”“少年”“燃”等为主题，挖掘时代主

题，彰显家国情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一级导演吕逸涛说：“近年来，以《中国

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为代表的总台

文化节目，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

值融合，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

求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染观

众，寻求观众内心需求的契合点。”

深入挖掘梳理传统文化精华精髓

的同时，还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赋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

式。在转化创新方面，相关单位对音乐

舞蹈、书法绘画、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

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守护、传播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环境，正

在形成。

每逢节日，高跷表演成为浙江嵊州

市金庭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源于古

代百戏中一种技艺性表演的金庭高跷，

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近

年来，当地推动高跷进入课堂，在学校

进行技艺展示、教学训练等。金庭镇党

委委员陈灵丽说：“金庭高跷表演历史

悠久，曾赴国外表演。在镇党委和镇政

府的支持下，高跷课列入课程，让孩子

们学习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

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

现精神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彰显中

华文化的魅力，吸引更多人了解、传承

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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