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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朝阳，冒着寒气，付永强着一身迷

彩服，和妻子刘桂枝从哨所出发，开始在中

哈边境线上巡逻。在新疆西北的北沙窝哨

所，付永强夫妇每天巡边，雷打不动。

付永强是北沙窝哨所所长，2012 年，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招聘护边员，付永强瞒着

妻子报了名。

“护边是国家使命，没人去怎么行？”刘

桂枝拗不过付永强。他们到了民兵哨所才

发现，没水没电没路没邻居，只有寂静的沙

漠和庄严的界碑相伴。出门就是黄沙，夏

季蚊虫肆虐，冬季白雪茫茫。

巡边是苦差事。2015 年春节，一次巡

逻途中，付永强骑的马受野兔惊扰，将他重

重甩下，他的脚却卡在了马镫上，被拖行

50 多米，幸好妻子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一年冬天，夫妻俩在一次巡边途中突遇

大风雪，手机没有信号，一度失联。两人躲

到雪窝子里避风，靠吃仅剩的一个馕、喝雪

水，硬撑到第三天，才被路过的牧工搭救。

为改善北沙窝生态环境，多年前，团里

决定对哨所进行硬化和绿化，建设水井、电

力、供暖、沙地喷灌、蔬菜大棚等基础设施，

先后移栽树木 2000 余棵，栽种各种树苗 2
万余棵，绿化沙地 300 余亩。

从此，付永强和妻子承担起树木养护

和沙地绿化工作。夫妻二人起早贪黑，一

有时间就浇树、除草、打药，像照看孩子一

样守护着一草一木。“看着哨所周边一点点变绿，心里非常自豪。”

付永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北沙窝哨所如今已是绿树成荫。”

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堵截临界牲畜、保护生态……付永强

忠实履行着护边员的职责。

拉开付永强的抽屉，里面是一摞摞荣誉证书，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最美家庭、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兵团优秀共产

党员……这些荣誉见证着他们的守边岁月。2020 年 5 月，刘桂

芝退休，但她继续留在北沙窝哨所，和丈夫一同守边护边。

近年来，护边员队伍不断壮大，付永强牢记守边初心，经常

向驻守在边境警务站的护边员宣讲相关法规，分享巡边经验，践

行着“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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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的“信息

论：经典与现代”学术研讨会上，一项新的研

究成果引起了业界注意。我国自主搭建的

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 外场试验

网，验证了 4G、5G 链路具备 6G 传输能力的

可行性，标志着我国在 6G 通信领域的研究

和实践进入新阶段。该项目便是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带领的团

队完成的。

四十载不懈努力，张平带领团队攻克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为我国通信事业发展贡

献着力量。“不仅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还要

将其发展成图谱，从而建立自主可控的技术

应用体系。”张平说。

“要突破创新、敢于
引领方向”

一次学术分享会上，有学生问张平：“科

研路上，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要突破创新、

敢于引领方向。”一个“敢”字，便是张平践行

科研报国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提出加大研发

力度，制定自主移动通信标准，并研制相应

的技术和产品。此时，已是北京邮电大学教

授的张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怀着一腔热情

开启了通信领域的自主创新之路。

频分双工是移动通信系统中使用的双

向同时通信技术的一种。3G 以前，这项核

心技术长期被国外把持，如何开辟一条新

路？张平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启了时分

双工系统架构设计和关键技术的研究。“频

分双工像在一间屋子里，用两扇门分别管理

上下行信号传输，而我们研发的技术，则是

用一扇门便可实现。”张平介绍。

自主创新的路并不好走：缺基础研究设

备，10 个人共用一台 286 计算机，硬盘被分

成 10 份分着用；方案调试需要不断试错，团

队一遍遍从失败中总结经验、重复试验，直

到找到解决方案。

从接到任务到调试成功，整整 6 年，张

平和团队全力以赴。直到 2006 年，我国首

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4G—TDD 试验网

被成功研发，“从 0 到 1”完成了核心技术的

提出、试验系统的研制以及国际标准的制

定。掌握了技术制高点，就有了话语权和竞

争优势。这次的研究成果被采纳为 4G 国际

标准，也是我国在通信领域开启自主创新之

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问题随之而来。自主研发的技术，没有

相应的方法及仪器对其进行测试，所有配套

设备的研发都需要从头开始。如何解决？

张 平 给 出 的 答 案 是 ：“ 敢 于 尝 试 、拼 尽 全

力”。顺着已有的技术路线，他带领团队研

制出全球首款时分双工测试仪表，填补了行

业空白。

此后，张平团队又凭借第四代移动通信

系统的技术贡献，获得 2016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该成果为解决我国移

动通信系统发展的瓶颈性难题奠定了基础。

“要站上巅峰，更要
站住巅峰”

从 3G 突破，到 4G 并跑；从 5G 领跑，再

到 6G 布局。中国移动通信之路的修筑，张

平是见证者，亦是参与者。

2013 年，前瞻性的“信息密度非均匀下

的异构无线组网新技术”研究，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这是我国最早涉及 5G 前

沿领域的国家级奖项。这个项目，同样出自

张平团队。

2022 年 2 月 2 日，张平作为冬奥会火炬

手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让他自豪

的是，冬奥会全程采用 5G 通信技术。“北京

冬奥会的部分赛项在低温、复杂山区环境下

举办，5G 移动通信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时延，

满足了北京城区、延庆和张家口三地办会、

高效协同和管理的需求。”张平说。

张平脑海里有一张我国 5G 基站的分布

地图。“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三沙，高

至 6500 米的珠峰营地，低至地下 900 多米深

的山西矿井……”张平介绍，“目前，我国已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5G 网络。

从 2019 年中国三大运营商上线 5G 以来，累

计建成 5G 基站近 400 万个，5G 用户普及率

超过 60%。”

“要站上巅峰，更要站住巅峰。等到其

他国家的技术发展起来了，我们会失去相应

的市场。”尽管我国 5G 技术水平已经得到了

很大提升，但在网络容量、能源利用效率和

通信安全等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因此，推

进 6G 研发被提上了日程。

张平带领团队在语义信息论方面取得

的理论突破和在语义通信方面研发的关键

技术，为 6G 标准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理

论支撑。基于通信与智能融合的多项关键

技术搭建的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
外场试验网，验证了 4G、5G 链路具备 6G 传

输能力的可行性。这些突破与研究成果，让

6G 不再“高不可攀”。

即将到来的 6G 时代将涵盖空、天、地全

地域，呈现多层次、全场景的格局，通信也将

变得更为复杂。张平始终保持平常心，把每

一次挑战视为新起点：“通信永远是人类社

会的重要需求。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

路，破解 6G 演进中的一个个堵点与难关。”

“一流的科研成果必须
有一流的人才做支撑”

在北京邮电大学校园里，张平所在的信

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无线新技术研究所，是许

多学子向往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入选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教师队伍。

1990 年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后，面对

多种选择，张平决定留校任教。“教书育人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之一，能将学到的

知识传给更多的人。”出身教师家庭的张平

自幼受父母影响，对校园有着深厚的情感。

“培养通信人才，打好基础至关重要。”

为编写《中国通信学科史》，张平与同事做了

上百次调研，先后收集 400 万字资料，采访

100 多位专家、学者，初稿完成后反复征求

各方意见近 500 条……在张平和众多专家

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的问世，填补了中国

通信学科历史研究的空白，至今都是通信专

业学生的必读书籍。

对张平来说，做科研和培养学生同样重

要。做好教学能够在科研上有所启发，将科

研成果反哺课堂才能推动教学的发展。

张平将我国移动通信体制的前沿技术

引入教学，主持编写了一系列 3G/4G/5G 移

动通信系列教材，从终端到网络全面诠释中

国的通信技术体系；将通信技术的共性和差

异性贯穿多门课程，形成“厚基础、活实践、

促迁移”的教学方法。为了培养学生善用跨

学科交叉方式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即

便科研任务繁忙，张平还是为本科生开设了

“无线通信中的人工智能”课程……

“站到更高的平台，内心的使命感就会

油然而生。”当记者问到，跟着张老师搞科研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学生们的回答出奇

的一致。

张平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科技领军人才。张平说：“一流的科

研成果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做支撑。有一代

又一代通信人奋勇争先，我们定能攀登移动

通信行业一座又一座高峰。”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努力攻关通信技术四十载—

从 0 到 1，从并跑到领跑
本报记者 闫伊乔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R
前沿领域的创新故事⑤
人物小传

张平，1959年生，陕西汉中人，中国

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

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

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及技术创新，曾获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首届“全国

创新争先奖”奖章、光华工程科技奖、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荣誉，

他带领的团队曾获得“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

新研究群体”等荣誉。

接受采访时张平院士平和沉稳，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耐心地向记者解释专业术语；谈

到成就与荣誉，他却低调谦虚，摆摆手表示

这个话题点到为止。师生眼中的张平院士

果敢笃定、勇于担当，面对科研挑战从不畏

惧、迎难而上。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张平带领团队以

坚持不懈的追求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

突破基础理论、攻克关键技术、引领标准制

定，助力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巨大

跨越。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相信这些敢拼敢闯、奋勇争先的科学家一定

能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

出更大贡献。

迎难而上 敢拼敢闯

秋日的大兴安岭，天蓝岭绿，林海荡漾，由大

兴 安 岭 地 区 加 格 达 奇 区 开 往 漠 河 市 古 莲 镇 的

6245/6246 次公益性慢火车正在穿行……

开行 48 年来，列车累计发送旅客近百万人

次，不仅是当地群众生活的重要交通方式，还是采

山客进入大兴安岭深处最便捷的客运列车之一。

9 月底的一天，记者跟随老乡们一起踏上了

这趟“采山专列”。

早晨 8 点 10 分，“采山专列”缓缓驶出加格达

奇站。车厢里坐满背着竹篓、戴着遮阳帽的采山

客。时隔一年，来自贵州的陈卫明和爱人再次踏

上这趟专列，开启了今年的采山之旅。

“20 年前的秋天，我和同乡踏上了这趟开往

林区的火车。当时的列车长听说我们是来采山的

外地人，不仅帮忙联系了租住的农家院，还请当地

人为我们上山引路。”陈卫明回忆起第一次采山的

经历。

寒 来 暑 往 ，陈 卫 明 见 证 着“采 山 专 列 ”的 变

化。“以前这趟车是烧煤取暖，车厢里飘着煤灰，而

且四处透风，大家上车都得裹紧外套。3 年前升

级为空调车，不仅干净暖和，还增加了卧铺。”

对于在这趟列车上工作了 10 年的列车长于

占武来说，像陈卫明夫妇这样的老朋友有很多。

“跟很多常年来的采山客成了好朋友，看着他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真让人高兴。”

如今，随着“采山专列”等铁路基础设施逐渐完

善，林区经济也在悄然转型。不仅大兴安岭地区新

林区、塔河县等地的“采摘—收购—加工—销售”产

业链更加完整，一些当地农民和采山客还合作开办

了种植园、加工厂，通过火车向外运输新鲜山货。

“这蓝莓看着真新鲜，咋卖的？”“这树莓还沾

着露珠哩！给我来两斤！”……走进 4 号车厢，鲜

果在采山客的柳条筐里堆成了小山，乘客们围在

一起选购，不时传出扫码付款的声音。

“近几年外地采山客越来越多，我们就直接张

罗了这个‘山货超市’。”于占武说，“这样既帮他们

省了时间，还多了一条销售渠道。”

穿过“山货超市”，两节车厢之间堆满了背筐、

采摘桶和用来辅助爬树的“脚扎子”。“采山客们带

的装备体积比较大，我们在车厢连接处设置了农

林物资存放处。”乘务员刘利军向记者展示了背筐

上绑着的号码牌，采山客上下车时可以凭一式两

份的号码牌寄存和提取。

在车厢连接处，记者注意到墙上的二维码和

招工信息表。“我们组建了服务群，供采山客和本

地商户沟通采购信息。乘务员轮休时，也会到附

近市场了解情况，将用工信息整理后张贴出来。”

于占武说，“采山客们很辛苦，想为他们提供更多

便利。”

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正在进行户外安全知

识讲座的 5 号车厢，乘务员赵忠军正在给采山客

们讲解户外安全注意事项。“采蘑菇时要拿个树

枝，往草丛里扒拉扒拉，避免危险”“要经常互相喊

一喊，不能只顾低头干活，免得队伍走散”……

列车即将进入新林站，几个采山客收了摊，准

备继续上山，乘务员金红军拿来铁丝和编织袋帮

着一同打包。“我们的便民箱除了有充电宝、数据

线、手电筒等物件，还配有编织袋、铁丝和手持弹

簧秤等。”于占武说，“采山客往往是采完了这一

片，就买上两块钱的车票到下一站接着采，所以列

车上就常备着这些采山的必需品。”

除了“采山专列”这个称号外，这趟列车还有

一个昵称——“小慢慢”。因为它单程运行 492 公

里，却需要用时 11 个小时。“列车要经停塔河、绣

峰、盘古、漠河等车站和乘降点（所），站停多，会让

多，才拉慢了速度。”于占武说。

列车停靠在了碧州站。奇怪的是，这里并没

有站台和站牌，车下只有一名等候的采山客。乘

务员熟练地将他拉上车后，列车又缓缓响起了“咣

当咣当”声。

“这里周边居民少，只是个乘降点，像这样的

乘降点（所）沿线一共有 6 个。”于占武介绍，“地图

上找不到名字的乘降点，列车也会停靠。采山客

采一天的山货得有六七十斤，背起来很重。设置

这些乘降点，就是为了让他们更方便。”

列车前面又是一个乘降点——翠岗站。一位

老人看到火车刹车，才缓缓起身提起地上的塑料

桶，于占武一眼就认出他。今年已经 64 岁的姚

坤，家里有 5 亩树莓田，每天背着六七桶树莓从翠

岗站上车，去塔河县售卖……

夕阳西下，斜阳将连绵横亘的群山涂成金黄

色，列车蜿蜒着向密林深处驶去……蓝莓采摘期

过后，就是红松塔采摘期，一茬茬采山客坐着专

列，走上致富之路。

左上图：乘务员在帮助采山客上车。

徐 率摄

开行48年来，“采山专列”累计发送旅客近百万人次

公益慢火车 温暖致富路
本报记者 郭晓龙

■■守望守望R

■记者手记R

张平教授（左二）指导学生科研调试。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通过全域水环境治理，厚植生态底色，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幸福感。图为日前拍摄的诸暨市浦阳江牌头镇段。

冯材江摄（影像中国）

本报石家庄 10月 10日电 （记者张志锋）日前，中国·赞皇

酸枣仁产业发展大会在河北石家庄举行。会上达成合作项目金

额共约 28 亿元，涉及中药材种质提升、大健康产品研发等中医

药全产业链，进一步擦亮“赞皇酸枣仁”品牌，引领特色产业发

展，为石家庄市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了支撑。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山场共 115 万亩，林果业是支柱产业。

该县有野生酸枣资源 18 万亩，近年来，县里创新发展大枣改接

酸枣，以及人工种植酸枣共 4 万亩，不断扩大种植规模。

近年来，赞皇县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酸枣仁加工、购销的集散

地之一。该县培育专业化酸枣仁公司 300多家，带动加工户 1100
多户，从业人员上万人，酸枣仁加工、贸易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之一。全县年加工销售酸枣仁 7000余吨，形成了产业

集群，带动了周边的酸枣仁产区农民增收。

品牌引领为酸枣仁产业增添新动能。去年 9 月，赞皇县发

布“赞皇酸枣仁”区域公用品牌，以品牌建设引领酸枣仁产业高

质量发展。当地以“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为架

构，带动品牌建设，扩大市场影响力。

赞皇县还以“做大做强做精酸枣仁产业”为目标，发展相关

产业。从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入手，培育酸枣仁食品、药品等

精深加工业。今年还发展“酸枣仁+”旅游，利用山水资源，发展

休闲露营，提升游客体验，激活乡村特色旅游。

此外，当地还引进科研团队，制定酸枣仁产业规划，形成产

业链条，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我们将深化产学研深度合作，

促进酸枣仁产业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赞皇县委书

记陈宏锋说。

河北赞皇县发展特色产业

擦亮品牌 助力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