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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弘扬新时代北斗精神 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本报记者 余建斌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44次北斗发射
百分百成功

王 胜 胡煦劼 黄国畅

26 年来，参与北斗系统
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
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
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
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
弘扬好。要推广北斗系统应
用，做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等
后续各项工作，为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7月31日在参观北斗系统建
设发展成果展览展示时强调

图①图①：：国家国家““十三五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展出北科技创新成就展上展出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斗卫星导航系统模型。。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②图②：：在研制北斗导航卫星有效载荷过程中在研制北斗导航卫星有效载荷过程中，，
北斗卫星导航团队研究人员研讨交流北斗卫星导航团队研究人员研讨交流。。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③图③：：应用北斗技术的智慧农机在田间耕作应用北斗技术的智慧农机在田间耕作。。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④图④：：20202020年年66月月2323日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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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北斗专列”
保证快速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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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
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仪式，宣布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标
志着我国建成了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北斗从此走向
了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时代舞台。

这一刻，亲历了北斗研制的人们无
比欢欣鼓舞。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卫星导
航系统，几代北斗人接续奋斗、数十万
建设者聚力托举，二十六载风雨兼程、九
千日夜集智攻关，实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的历史性跨
越，一次又一次刷新“中国速度”，展现

“中国精度”，彰显“中国气度”。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

成开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专门发来贺电，高度肯定了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建成开通的重大意义和辉煌成
就，勉励工程全线大力弘扬“自主创
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这是中国航天人在建设科技强国
征程上树起的又一座精神丰碑，是与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既血
脉赓续、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宝贵
精神财富。

如同北斗指路，新时代北斗精神将
持续伴随着中国航天人奔赴星辰大海、
勇攀科技高峰。

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
绳交到别人手里

大国重器，惟有自力更生。
“永远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

人手里。”建设自主卫星导航系统，对
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促进国
民经济发展、保障经济社会安全、维
护国防安全等，都具有十分特殊的战
略意义。

1994年，研制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为这一年做出的
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当时，美国 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各发射了 20 多颗卫
星，已完成了全球组网。

给别人指路，自己先要走出一条
路。在北斗系统研制建设过程中，工程
全线始终坚持从现实国情出发，遵循

“自主、开放、兼容、渐进”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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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解决有无、满足急需，切实做
到“把每个铜板都用在刀刃上”。早在
1983 年，陈芳允院士就创造性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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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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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建区域系统，最后建
成全球系统。

2000年，北斗一号又省又快地构建
起兼具定位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的双
星定位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
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卫星导航系统
的国家。但许多人仍未料到，有朝一日
中国能独立建成与美俄欧卫星导航系统
比肩的世界一流系统。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
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在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在建设航天强国伟大事
业的感召下，在异常艰辛的自主创新过
程中，北斗人在世界尖端科技挑战中牢
牢握住了北斗导航的“勺柄”，北斗星
座在太空的组网更是加快了脚步。

2012 年 12 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提供区域服务，北斗系统成为四
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供应商之
一；2017 年 11 月，北斗三号系统首组
双星发射；2018 年 12 月，北斗三号基
本系统建设完成，向全球提供服务；
2019 年 12 月，北斗三号核心组网星座

部署完成；2020年6月，仅仅不到3年
时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
部署全面完成，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
航授时、全球短报文通信和国际搜救等
服务。

作为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
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人民生活
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中国
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仅兑现了
承诺，还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半年，从此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圆梦全球，工程总设计师杨长
风院士感慨万千：“北斗是党和国家调
动千军万马干出来的，是工程全线几十
万人团结一心拼出来的，是广大人民群
众坚定支持共同托举起来的。”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引领伟大事业。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认为，新时代北斗精
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航天领
域的生动展示，是“两弹一星”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等科技战线红色基因在新
时代的赓续传承，是中国精神极其鲜
活、极其真切、极具特色的具体体现，
是全体北斗人执着坚守的核心价值。

新时代北斗精神照亮几
代北斗人一路的跋涉和跨越

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北斗
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搭乘长征
三号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飞向太空。

图像显示在大屏幕上：卫星徐徐展
开太阳翼，翱翔在距地面200多公里的
太空中，飞向距地面3.6万公里的太空。

这一幕，北斗三号系统卫星系统总
设计师陈忠贵记忆深刻。这颗卫星的发
射成功，给北斗三号星座组网任务画上
了圆满句号。

从“灯塔”卫星导航的未竟梦想，
到北斗全球圆梦，“自主创新、开放融
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
斗精神，照亮着几代北斗人一路的跋涉
和跨越。

“自主创新”是北斗工程的核心价
值。北斗系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发展
道路，坚决实践“关键核心技术是国
之重器”，这是北斗人应对各种挑战的
主动选择。

“国外成熟的导航系统做得很好，
也很成功，但北斗决不能照搬照抄。”
北斗三号系统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林宝军
说，“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追赶和
超越。”

北斗系统独创“三步走”发展路
径、“混合式”星座构型和“一体化”
功能设计，首创全星座星间链路支持
自主运行，为全世界发展卫星导航系
统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创
造两年半时间高密度发射 18 箭 30 星的
世界导航卫星组网奇迹。北斗人先后
攻克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核心
器部件百分之百国产化，核心技术完
全自主可控。

“开放融合”是北斗工程的世界胸
襟。北斗人登高望远，多系统融合是时
代的发展趋势，北斗系统自建设之初，
就坚持“开放、兼容”的发展原则。

北斗与美国、俄罗斯、欧洲卫星
导航系统的兼容与互操作持续深化：
与 GPS 在达成频率兼容共识基础上正
式建立合作机制；与伽利略完成卫星
导航频率协调工作；与格洛纳斯成功
进行两大系统的兼容试验……如今，
镶嵌在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
委员会标识上的4颗卫星中，有一颗就
代表着中国北斗。

“万众一心”是北斗工程的制胜基
因。北斗系统按期成功建成，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
具体体现，也是全体北斗人协作奉献的

具体体现。
“我们常说，北斗是‘五千万’工

程，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万
险，付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万
户，将造福千秋万代。”杨长风院士说。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由卫星、火箭、
发射场、测控、运控、星间链路、应用
验证等七大系统组成，为了同一个梦
想，30余万名科研人员聚力攻关，超过
50 万人从事系统应用推广，共同谱写

“举国上下一盘棋、千军万马大会战”
的动人篇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北斗三号”研制队伍曾经做过一项统
计，如果按照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
算，几乎每个“北斗人”都相当于一年
工作了 400 多天。这个团队里有老院
士、老专家，更多的则是“80后”。

“追求卓越”是北斗工程的目标追
求。北斗人对“一流的北斗”始终不懈
追求。

北斗三号第九颗卫星某关键单机
测试中，总体主任设计师发现了一个
关键指标超标，超差小于 1 纳秒。1 纳
秒，短到难以想象，比十亿分之一秒
还短，用“刹那”“瞬间”都难以形
容。尽管排查会平添很多工作量，但
这1纳秒背后可能存在影响整个工程的
质量隐患。有问题就绝不忽视，1纳秒
再短也不放过，北斗团队的精益求
精、严慎细实，为北斗三号任务的全
面成功又加了一道保险。

仰望星空，北斗璀璨。围绕地球飞
翔的一颗颗北斗导航卫星，见证着北斗
事业星空筑梦的历史，也闪耀着熠熠生
辉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走向全球的中国北斗大
有可为

一段文字这样描述着北斗的作用：
“在城市，它记录着公交车轨迹，

提供实时到站预报；在乡间，它精确引
导拖拉机；在高原无人区，它守护着藏
羚羊迁徙路线；在东南沿海，它像‘保
护神’一样陪伴渔民驾船出海……”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北斗系统
已逐步应用到各行各业，走进千家万
户，如同水和电一样，成为日常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港珠澳大桥采
用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保障安
全运行；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
支持北斗；“北斗+”让生活变得更便
利、更精彩……北斗系统全面服务交
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
牧渔、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融入电
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
施，综合效益不断显现。

随着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服务，
属于北斗的“全球时代”进一步到来，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享受北斗系
统开放、免费、高质量的导航、定位和
授时服务。每一项功能服务都饱含北斗
的特色和中国的情怀。全球半数以上国
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
斗”已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

北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北斗
系统正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北斗
系统在和平利用外太空、参与联合国空
间活动国际合作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得
到联合国外空司赞赏。

“北斗应用只受想象力限制。”这句
广为流传的话语，生动勾勒出北斗应用
发展的无限可能和广阔前景。服务全
球、造福人类，走向全球
的中国北斗，大有可为。

“北斗前进的脚步没
有停止，创新发展的精神
也不会停歇。不论走多
远，我们的初心永远不会
改变。传承好、弘扬好新
时代北斗精神，北斗将永
远走在‘为全人类提供导
航服务’的路上。”杨长
风院士说。

2020年6月23日9时43分，伴随着巨大的轰
鸣和人们的欢呼，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喷发出熊
熊烈焰，托举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五十五颗卫
星直破云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至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20年44次
北斗发射百分百成功，向祖国和人民交上了一份
完美的答卷。

举世瞩目的奇迹背后，充满着荆棘与坎坷，
彰显着西昌航天人的使命和担当。2011年7月27
日，第九颗北斗导航卫星发射在即，在距离发射
窗口仅半小时的时候，发射场区出现了强雷暴天
气。火箭发还是不发？发，雷雨威胁，风险难以
估计；不发，燃料卸回危险性同样不容忽视。压
力重重之下，指挥部把目光投向了中心气象系
统。凭借着过硬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精准的
计算，气象专家江晓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发射前有10分钟雷暴间隙期，满足发射最低气象
条件，可以按时发射！指挥部果断决策，在10分
钟雷暴间隙成功发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
航天史上唯一一次在雷雨间隙发射的纪录。

2020年6月15日晚，北斗三号收官在即，临发
射前却突发产品技术问题，发射再次推迟。然而，
重启任务必须将已加注的近400吨火箭常规推进剂
泄出。燃料加注，极其危险，燃料泄出，比加注危
险百倍。关键时刻，加注分队上演“最美逆行”，
经过48小时连续奋战，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最大规
模的燃料泄回纪录，再一次创造了航天奇迹。

一次次奇迹背后，凝聚着西昌航天人精益求
精、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翻看某次北斗卫星发
射工作日计划，密密麻麻的时间点和对应工作令
人目不暇接：从早上6时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
上8时15分，共分为发射前功能检查、发射、发
射后和撤收4个阶段，执行时间点更是被细化到分
钟。将每一个细节打磨到极致，正是在这样严苛
的要求下，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确保发发任务万无
一失，创造了北斗发射百分百成功的航天奇迹。

每一次北斗工程的发射任务，都少不了长征三
号甲系列火箭的托举，该系列火箭被人形象地称为

“北斗专列”。
在以北斗导航工程为代表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牵引下，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研制团队以自主创新
作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系列复杂的工程技术问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运载火箭首席总师姜
杰院士回忆，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接到北斗发射
任务的时候，仅具备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能
力。为满足北斗建设需求，研制团队开展了以北
斗导航工程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中圆轨道等
轨道设计技术为代表的攻关研制，同时满足了工
程对火箭运载能力和卫星轨道部署的双向需求。
自2000年10月31日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发射我国
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算起，至今共进行了44
次发射，发射成功率100%。

过去火箭的生产需要单件定制，根据任务的需
求，每次任务研制一发火箭。按照北斗导航工程的
发射要求，火箭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高密度任务的
需求，因此，研制队伍提出了组批生产这种满足高
密度发射任务的生产模式，也就是通过模块化、通
用化、去任务化的方式来设计生产火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
原总指挥岑拯介绍，研制队伍为适应高密度发射
北斗导航卫星，形成了一套适应组批生产、高密
度发射的研制生产管理模式，满足了北斗导航工
程的需求和火箭发展需求。体系化、精细化的管
理，保证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处于高可靠、高质
量的水平，保证北斗导航工程快速组网成功。

自2017年底开始，北斗全球组网进入“快车
道”，尤其是在2018年7月10日至2018年11月19
日，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7次发射，成功将12颗
北斗导航卫星送入轨道，平均一次火箭发射仅间
隔19天，创造了北斗组网高密度发射纪录。

“建设航天强国，需要勇攀高峰的科学追求，
需要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十几年如一日，以赤
诚赴使命，用热血写忠诚，他们用成功践行了航
天报国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航天强国建设的新
篇章。”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三号甲系列火
箭首任总设计师龙乐豪院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