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在
全面兼容北斗二号系
统短报文通信服务的
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
送能力从120汉字提
高到1000汉字，支持
用户数量从50万提高
到1200万，而且能实
现40汉字的全球短报
文通信。

用“SONG”赋能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浙江省永嘉县以锁定“长三角一流的

山水田园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为目标，以

“12310”为发展路径，全力打造永嘉旅游

“升级版”。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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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再“ 一 把 尺 子 量 到 底 ”

中 国 北 斗 全 球 梦 圆
——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

□ 特约记者 郭超凯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

成暨开通仪式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并参观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展览

展示，代表党中央向参与系统研制建

设的全体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

诚挚的问候。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

告，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建成，中国北斗

自信开启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的崭新篇章。

从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立项

起，26年来北斗工程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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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式”星座
独树一帜的“中国设计”

与其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采取

单一轨道星座构型相比，北斗系统独

树一帜，坚定选择走混合星座的特色

发展之路。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时，中

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地球静止轨道

卫星提供导航定位服务。

北斗二号系统充分继承北斗一

号用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实现区域导

航定位覆盖的成功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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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中圆轨道卫星

的混合星座。

北斗系统高级顾问、原工程副总

设计师李祖洪说，对于区域卫星导航

系统而言，这种“混搭”组合可以用最

少卫星数量实现最好覆盖效果，已获

得国际认可。

北斗三号系统将“混合星座构

型”发扬光大，建成拥有24颗中圆轨

道卫星、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组成的全球

系统，为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供

了全新范式。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学者

观点称，在亚太地区，北斗使用三

种轨道卫星，该系统能有效抵制城

市和森林等遮蔽环境造成的信号

干扰。

“一体化”设计
引领潮流的“中国智慧”

北斗作为后来者，想赢得更多用

户的青睐，除了应有扎实的“基本功”

外，还得有自己突出的特点。

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

系统确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除提供

全球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还能进行

短报文通信，开创了通信导航一体化

的独特服务模式，是名副其实的“多

面手”。

从功能看，其他卫星导航系统仅

能无源定位，因而用户只能知道“我

在哪”。而北斗用户则不同，不但自

己知道“我在哪”，还能告诉别人“我

在哪”“在干什么”。

“这一招很管用，比如突发地震、

海上遇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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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

师杨长风说。

如今，北斗三号全球系统一如

既往走“跨界发展”之路，成为国际

上第一个将多功能融为一体的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这种多功能集

成化设计，有利于取得差异化的竞

争优势。

据悉，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在全面

兼容北斗二号系统短报文通信服务

的基础上，区域短报文发送能力从

120汉字提高到1000汉字，支持用

户数量从50万提高到1200万，而且

能实现40汉字的全球短报文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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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服务
惠及世界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

的北斗。”中国始终以开放合作的态

度，与世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

展成果，共促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蓬勃

发展。

2020年 6月，北斗三号全球系

统星座部署完成后，联合国外空司专

门发来视频，祝贺北斗系统完成全球

组网部署，肯定北斗系统正在推动全

球经济社会发展，赞赏北斗系统在和

平利用外太空、参与联合国空间活动

国际合作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推动卫星导

航领域国际合作，双边合作走深走

实，多边合作成果显著。北斗应用落

地海外。国产北斗基础产品已出口

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

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

口等，已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

洲等得到成功应用。

与此同时，北斗成为国际海事组

织认可的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北斗

全球信号标准已完成国际民航组织

绝大部分指标验证，北斗星基增强系

统相关标准工作全面启动。支持北

斗全球信号的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已

通过评审、即将发布。首个北斗船载

接收设备检测国际标准已经国际电

工委员会批准向全球发布，正在推动

北斗新信号标准升级。

随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正式开通服务，属于北斗的“全球

时代”已经到来。从国内到国外，从

区域到全球，北斗服务将为更多国家

和人民所共享。

——中国农科院分类评价人才机制成效综述

□ 董 峻

“如何缩小与国外的玉米单产

差距？”

“野生稻资源怎么有效保护

好？”

“你们开发的高通量基因型平

台准确性如何？”

……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举行了一场对科研人才业

绩打分的活动。台上，3年前被中国

农科院评聘为院级“农科英才”的

19位科研人员和2名“青年英才”依

次介绍自己的成果；台下，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院外评委和本

院专家一起，不时向他们提问并一

一打分。

打分的标准，一改唯论文、职

称、学历、奖项等传统，而是根据不

同科研人员的不同研究情况进行分

类评价。这是为什么？

“农业科研工作具有周期长、量

化指标少、公益性强等特点，难以对

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进

行有针对性的评价。”评委之一的中

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录祥说。

例如，搞资源保存和功能挖掘

等基础研究的，难出高影响因子论

文、难获重大奖励，而传统评价标准

又无法涵盖科技支撑产业的要求。

说白了，即使农民从中受益很多，传

统的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也很难

体现这一点。

玉米栽培技术专家李少昆研

究员是其中一位“述职者”。他感

受颇深：“搞栽培技术很难发高水

平论文，这是影响收入待遇和研究

经费的主要因素。对技术推广又

缺乏量化考核指标，可是不把成

果推广到生产上，研究就是‘跛

脚鸭’。”

据新华社消息，2017年中国农

科院启动“农科英才”计划，一改过

去“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机制，

在人才引进、培养、考评中推进分

类评价，尤其是注重业绩贡献和发

展潜力。这些人才在参加考核时

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擅长之处作为得

分项。

李少昆当年被评定为院里“领

军A类人才”时，就选了技术推广面

积、培训示范人数、科普效果等作为

评价标准。去年李少昆下乡约150

天、开展了58场培训，这在以往是他

难以想象的。而李少昆也从中把研

究推向新高度——他的科研团队研

发的玉米密植机械粒收技术已在全

国约 10%的玉米种植面积得到应

用，去年还被评为中国农科院主推

的十大新技术之一。“现在反而是不

下乡不行了。”他说。

而作为新引进人才，黎亮则在

3年内都不用参加考核。他曾是一

家国际知名种业公司中国区大田作

物研发总监，今年作为“青年英才”

引进到作科所，成为一个研究团队

负责人。这要是在过去，缺少论文、

奖励等“硬杠杠”的他是不可能进入

这个农业科研“国家队”的。但黎亮

丰富的育种经验和研究组织能力以

及国际视野，又恰恰是国内育种界

特别需要的。

在作科所60多年历程中产生了

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以及一批顶尖农业科学家。然

而近年来的人才状况仍然让刘录祥

有危机感。“未来三五年将是全所人

才队伍新老交替的密集期，培养具

有三农情怀、熟悉农业生产需求的

青年人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说。

据刘录祥介绍，在遴选人才过

程中他们不唯论文、不唯资历、不唯

“帽子”。在全院实施“农科英才”计

划基础上，作科所结合学科特点进

一步开展了更精细化的人才分类遴

选和评价工作，在薪酬待遇、科研条

件支持、研究生培养等方面加大倾

斜力度。所里还出台了多项政策提

高青年科研人员收入和待遇，对新

入职5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按月给

予额外扶持性补贴。

如今，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围绕

粮食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在作物

种质资源保护、遗传基础解析、育种

技术创新、重大品种创制与推广应

用等方面取得一批重要进展，以自

己的实践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充分释放科研
人员创新活力

□ 冯 华

前不久，广西推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推动科技创新的33条政策措施，针对企

业创新创造不活跃、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科

研人员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一系列举措中

90%都是激励政策。比如，用人单位可自主

确定高层次人才工资水平和分配形式，突破

薪酬总量控制的“天花板”；明确绩效工资分

配向关键科研岗位、创新团队和一线科研人

才倾斜，合理提高科研人员的收入等。

这份“干货”满满的政策文件如能顺利

实施，将会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推动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创新驱动

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第一资源。只

有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才能产生一流的

创新成果。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程

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广纳天下

英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多部门联合实施“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

行动”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在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等方面开展改革，建立以

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

价体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再将论文、

专利、荣誉性头衔等情况作为申请项目的

限制性条件；围绕科技计划项目、人才项

目、职称评审等重点领域，大力破除“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

也应看到，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新形势，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有关部门、地方还需要进一步

为科研人员放权、减负、赋能，以充分释放

更蓬勃的创新动能。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把

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尊重人才和

人才成长规律。想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

在创新探索上，就要真正把人才的需求、成长

放在第一位，多站在科研人员的角度来思考

问题，为他们营造优良的科研生态环境。比

如，充分尊重人才创新创造的价值，建立面向

科研人员的合理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人才价

值；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考核评价注重质

量、贡献、绩效，让各类人才人尽其用。

让科研人员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必须

把为人才减负松绑落到实处，赋予科研人

员更多的自主权。一方面，继续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破除束缚科学家手脚的“繁文缛

节”，将科研人员从“无穷的报表和审批”中

解放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

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引导和激

励科研人员投身原创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甘于寂寞，勇于奉献，追求卓

越，产生更多原创成果。

科技创新助力山钢科技创新助力山钢
高端装高端装备备““智智””造转型造转型

近年来，作为山钢集团公

司下属的济钢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济钢冷弯型钢公司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自主研发塔机用尖

角方管、高端装备制造用冷弯

型钢、船舶用管等多种生产工

艺，新建多条智能化高端装备

制造材料生产线，不断推动企

业向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转型发

展。图为济钢冷弯型钢公司工

作人员在智能化高端装备制造

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 凯 摄

““天问一号天问一号””探测器探测器
完成第一次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轨道中途修正

日前，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3000牛发动机开机工作20秒，

顺利完成第一次轨道中途修正，继续飞向

火星。图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现场。

新华社记者 才 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