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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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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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长风说：“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制

定的北斗‘三步走’方案更符合中国国

情，北斗的发展路线与星座方案设计充

满了中华民族实践智慧和务实精神，为

国际卫星导航技术体系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

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凄厉的警

报声将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

长鸣。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逝者已矣，

生者奋进！

在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同悼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告慰逝者，更警醒

国人，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镜鉴，国弱民必遭欺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负一层展厅内，有一整面墙挂

满了幸存者的照片。每位在世在册幸

存者的照片后，都有一盏灯照亮，当幸

存者离世后，灯光就会熄灭。

2021 年，又有 11 张“面孔”由明转

暗：杨翠英、蔡丽华、李如富、陈文英、戚

振安、金同和、马继武、徐家庆、黄刘氏、

傅兆增、马秀英……登记在册的在世幸

存者仅剩 61人，平均年龄超过 90岁。

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前方，还

有另一面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

单墙。1995 年初设时，刻有 3000 个遇

难者的姓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名单

墙艰难延长，迄今已有 10665 个名字。

常有参观者问，为什么只能找到

一万多个姓名？这也一直是史学研究

者们的心结。《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

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告诉记

者：“因搜集范围有限、档案保存不力、

不少家庭惨遭灭门无人申报等，随着

时间流逝，战后对遇难同胞的调查如

同大海捞针。”

国盛则民强，国弱则民孱。84 年

过去，经历从覆灭到重生的人们，用鲜

活的人生际遇彰显家国同心的力量。

南京沦陷时，幸存者程福保的父

亲程长河携家带口出城逃难，惨遭日

军杀害，留下孤儿寡母艰难生存。1949

年南京解放后，程福保迎来人生转折，

光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如今，安

享晚年的老人感慨地说：“家和国永远

连在一起，无国哪有家啊。”

和平，命运与共的担当
952 件（套）！这是一年来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征

集的文物数量。其中，侵华日军步兵

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的《阵中日

志》、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近

战斗详报》等孤本尤为珍贵。

捐赠者是来自日本爱知县圆光寺

住持大东仁先生，2005 年以来，他代

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

超过 3000 件。

“这批战斗详报都是日军当时、当

天记录的日志，史料价值很高。”大东仁

说，每次遇到大喊“没有南京大屠杀”的

右翼分子，他总会心平气和地拿出史

料，“不逃避、不争吵，靠证据说话”。

最近，纪念馆耗费一年多时间完

成了一项“大工程”，将 2019 年至 2021

年间积累下的 221939 条纸质留言进

行电子化和数据分析，结果出人意

料——“和平”一词出现频率远高于

“仇恨”。

这 22万多条留言中，表达“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的留言高达 6.7 万多条。

其中还包含了 1564 份境外参观者留

言，他们频繁使用“感同身受”等词汇，

表达“反对战争”，祈愿“人类和平”。

“以国之名祭奠死难者的目的不

是要延续仇恨，而是唤起每一个善良

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纪念馆馆

长张建军说，经历苦难的南京，有更大

的责任去倡导和平。

奋进，实干方能兴邦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

半，江东门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每天

首批入场的 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

大钟 13 声，寓意牢记 12 月 13 日，勿忘

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

进入 12 月，南京市 600 多所中小

学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读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 日上

午，来自江苏、重庆、云南等 8 省市的

30 多所小学的学生们，还将通过网络

云课堂共上一堂主题班会课，一同诵

读《和平宣言》，一同看国家公祭仪式。

84 年前，仅长江边的燕子矶一处

就有约 5万人被屠杀，如今战争硝烟远

去，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在寒

风中静静伫立。11 日上午，“不可忘却

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寻

访行动在此地举行。

一边看着燕子矶的江景，一边诵

读《南京大屠杀史》的相关节选，历史

与现实在眼前交错。一位参加活动的

南京工程学院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中

国人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

重温昨日的历史耻辱，是为了汲

取今日奋进的动力。

“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更

能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于普通百姓的

重要意义。”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

成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已经从黑暗走向光明，中华民

族也必将走向伟大复兴。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2 日电）

这是 12 月 13 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这是 12 月 13 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