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

赛 ，要 靠 一 代 代 人 的 努

力。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

很多，只有多给年轻人创

造机会，才能让科技的大

树硕果满枝。

季新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
息技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谓“基于全 IP 的分布式移动通信”设计思路，就

是把电信网看做一个计算机网：基站是服务器，

是一台计算机；基站控制器也是一台服务器，也

是计算机；所有接入这个网络的设备都可以是一

台计算机，通过 IP网连接起来。

为了做好全 IP 架构的移动 3G 项目，2001

年，季新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带着团队“集体消

失”，投入到封闭式科研工作中。那段日子，他

们“南征北战”、风餐露宿，搬机架、拉线缆、架

设备……所有任务都是由团队技术人员手拉肩

扛完成的。

2003 年，在国际最大规模的 3G 技术实验

中，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全 IP 移动通信系统，

季新生团队研制的产品在与美国、韩国等国的顶

尖公司产品的对比中，各项性能指标均排名靠

前，大容量呼叫等核心指标排名第 1。在移动通

信领域运用全 IP 技术方面，他们一度领先国外

其他厂商 5年左右。

◎刘 强 本报记者 张 强

“我迫切希望发挥自己所长，改变中国的通

信现状。这个想法从我走上科研路起，就没改变

过。”坐在科技日报记者面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

工程大学（以下简称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技术研

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季新生

目光炯炯。

从 2G 到 3G、4G、5G，在推动信息技术迭代

的征程上，季新生始终没有缺席，为国家通信网

络筑起牢固的安全盾牌。

近日，季新生因在通信网络安全方面作出了

突出贡献，获颁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1988 年，当得知研究所要招一个数学基础

好的计算机专业研究生，从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

业毕业后，本已考上原空军气象学院研究生的季

新生在父亲的支持下，转学来到河南郑州。

“部队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季新生

回忆道，这个选择做得非常仓促，总共用了不到

半个小时，他就下了决定。许多年后，季新生依

然清晰地记得，当他推开研究所机房大门的那一

刻，满满几个房间的机架上几万支电子管闪耀着

色彩缤纷的光。

当时的季新生不知道，他将要加入的团队正

面临着一次重大考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展翅高飞，却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缚住了“翅

膀”——在这个“顺风耳”神话流传千年的国度，

作为现代化标志之一的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得并

不充分。

为国家经济发展、信息安全保驾护航，同样

是保家卫国的生死之战。季新生的恩师、中国工

程院院士、时任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临危受命，挂

帅出征。

他们要攻下的一个高地，是研制大型程控交

换机——“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以下简

称“04 机”）。这是个高技术、高门槛的任务，一

般需要花费数亿美元，而当时季新生所在团队的

经费远不足以支撑此项研制工作。

“搞这类高难度科研，如同打大仗、打硬仗。

没有硬骨头要啃，难显军人本色。”季新生对邬江

兴的话深表认同。

当时刚刚硕士毕业留校的季新生，承担起了

“04 机”营业厅业务的软件设计任务，他的主要

工作就是计算话单、打印话单。

3个月后，团队人员发生变化，“04机”整体软

件框架也发生了调整。在经过基本的考察和小任

务的磨练后，邬江兴让季新生独自把“04机”系统计

费软件的开发工作承担起来。从“小跟班”到在项

目中独当一面，年轻的季新生深感责任重大。

2009 年，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工业和信息

化巡礼——辉煌与成就活动中，“04 机”与第一

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第一颗原子弹与氢弹、第一

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远洋货轮等一起，被评选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28项“第一”的工业成就。

对于邬江兴当年的这份信任，现在每每谈

起，季新生都有些“后怕”——对困难估计不足。

“也许这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才是科研

中最不能缺少的吧。”季新生说。

初出茅庐参与“04机”研发

技术跟随，是许多国内研究人员在投身世界

科学前沿领域时，最为“稳妥”的选择。其优势是

避免大方向打偏、短期内容易“见效”，但缺点是

竞争者众多、成果被重复可能性高。

“不安分”的季新生，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我们不断地转换研究重心，用新思路引发新突

破。”他说。

季新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始终把创新作为第

一要务，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成为一种习

惯、一种精神。

在攻关某项目时，团队成员提出，传统研

发 路 线 对 通 信 网 络 体 系 结 构 的 认 识 很“ 僵

化”：交换机下面只能接基站控制器，基站控

制器下面必须接基站，交换机和交换机则永远

“不见面”……

在所有的科技创新中，体系结构的创新是最

根本的创新。能否在最本质的地方开辟新路，从

源头上走出一条捷径？

“完全可以！”季新生斩钉截铁地说。不久

后，他和团队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基于全 IP 的

分布式移动通信”设计思路。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基于 IP 族协议网络，所

把创新作为第一要务

“科学家最大的悲哀是后继无人、事业断

线。”一直以来，这句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至理名

言“刻”在季新生的心底。

“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

努力。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只有多给年轻

人创造机会，才能让科技的大树硕果满枝。”他说。

在今年 6月的师生聚会上，季新生半开玩笑

地说：“我已经 53 岁了，以后就不能说自己是青

年专家了，要转战新的战线喽！”

季新生深知，要想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就必

须建立一支不断进取的科研团队。他特别善于

给团队的年轻人压担子，处处为年轻人搭舞台，

创造一切机会，要求他们要具备“自编”“自导”

“自演”的本领和能力。

在季新生的团队里，不搞论资排辈那一套，

不以学历论高下，也不拿职称高低分三六九等，

只以科学精神、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工程技术成

就论英雄。季新生延续了邬江兴的做法，提倡

“得理不让人”，“头脑风暴”一旦搞起，大家会吵

得一塌糊涂。

“学术争鸣不仅能碰撞出思想火花，也能训

练思维的敏捷性，相互间的激烈交锋往往能为解

决疑难问题打开新思路。”季新生如是说。

如今，说起自己的团队，季新生由衷地感到

自豪。这里既有和自己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也

有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是自己

思想最迅速的执行者，又是自己灵感的激发者。

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

果。现在，许多团队成员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承

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记者想请季新生多谈谈自己，但他却总是把

话题转到了工作上，滔滔不绝地介绍起自己的研

究计划。记者没有打断他，因为作为一名科技工

作者，他的目光应投向未来……

处处为年轻人搭舞台

从从““0404机机””到到55GG网络网络
他奔跑在通信创新的路上他奔跑在通信创新的路上

我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没

有高学历，也没有过硬的理论

基础知识，要学的还有很多。

秦建忠

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压水
堆元件厂扩建车间干法二氧化铀粉
末制备组组长、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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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有约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林丽圆

在距离北京城区 100 多公里外的延庆区

香营乡，矗立着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佛爷

顶气象站，海拔 1224.7米，是北京海拔最高的

有人值守气象站。1992 年，21 岁的韩文兴进

站工作，是在佛爷顶工作时间最长的观测员。

佛爷顶山峰，自古是军事要塞，观测站处

在 850 百帕范围，是北京西北天气系统上游

地段，对全市天气预报具有重要指示意义，这

里也是韩文兴的第二个“家”。29 年来的近

一半时间，他在佛爷顶度过。

从业以来未漏记过一次数据

1978 年建站以来，佛爷顶气象观测站一

般只有一名气象员值班，通常一班儿半个

月。站里只有两名观测员，轮流值班。

最初，登上佛爷顶气象观测站的路，靠双

腿。每次上山，韩文兴先从家骑车 30分钟至

40 分钟到山脚下，把自行车寄放到黑峪口的

村民家里，再抄小路爬三个小时的山，才能到

站里值班。

值班时，除每天进行气象观测，韩文兴得

自己做饭吃，冬天要自己烧锅炉取暖。他说，

1992 年刚上山时，观测站只有三间平瓦房，

木头门窗，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所有用水存

放在四个大水缸里，缸里漂浮着小虫子。老

鼠还钻过他的被窝。“三类艰苦站”名不虚传。

本世纪初开始，佛爷顶国家级气象观测

站逐渐换了新面貌。2003 年房屋改造，卧

室、客厅、厨房都有了，搭建了煤棚，铺设了地

暖，能看电视，能上网。通往气象观测站的山

路，也变成了盘山水泥路，换班儿的时候单位

派车接送。生活用水、煤气罐会定期用车往

山上拉。

2004 年，气象站北面山头建了森林防火

瞭望站，一间两层的小屋，也是一人值班。韩

文兴算有了近邻。瞭望站没有水，要来气象

站提水，两个寂寞的人借机会聊上两句。

“守在站里，数据记得准，天气预报才能

准。”29年里，韩文兴没有漏记过一次数据。

2012年，北京市延庆区遭遇 60年一遇的

大暴雪。积雪封山，粮食有限。韩文兴把米

饭改稀粥，三顿改两顿。一值就是 40 多天，

一天观测任务也没落下。

与韩文兴搭档的值班员不停更换，而他

在这个寂静的岗位连续干了 29 年。当年同

事口中的“小韩”变成了“韩哥”，现在成了“韩

叔”。唯一不变的是漫长的寂寞。

多次参与重大活动的气象保障工作

与寂寞时间相伴的，还有知识海洋的滋养。这些年，韩文兴利用业余

时间完成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在职大气科学课程，获得了本科学历。

近几年，北京市延庆区举办北京世园会、承办北京冬奥会，韩文兴参与气

象保障任务，尽气象观测员的绵薄之力。

2019年的北京世园会，从演练阶段到闭幕，持续 180多天，长达半年，

跨越北京的整个汛期。驻场气象预报离不开实况观测资料，每次降水、雷

暴、大风天气过程，韩文兴都从头盯到尾。

韩文兴的 29年，见证了中国地面气象观测的全面自动化进程。2020

年 4月 1日，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改革从全国试运行正式切换调整为业务

运行。自记纸、电报机、人工编报……这些韩文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

伙计”，退出历史舞台。

亲历划时代意义的改革，韩文兴很高兴。他说，现在人工定时观测和

定时发报基本取消，只保留雪深、积雪等个别人工观测项目。观测业务量

明显减少，但对综合业务能力的要求更高了。

响应国家气象事业发展形势，韩文兴将工作重点，逐渐转向对观测设

备的维修维护。“要具备故障判断能力和基础维护维修能力。只有保障观

测设备正常运行，才能获得稳定可靠的观测数据，提升基层气象服务保障

能力。”韩文兴说。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2020年 11月 24日在人民大会

堂召开，北京市共有 79 人荣获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

号。其中，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局佛爷顶高山站气象观测员韩文兴，作为

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表彰大会。

此前，韩文兴曾被评为“感动延庆”十大人物、北京市劳模。他说每次

得奖，家里都挺高兴，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家里的

一半”。

“只要山上需要我，我就继续守好这个站。”韩文兴说，把设备看好，把

数据管好，选择高山站，没什么后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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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核北方）的铀化工转化车间内，干法二氧化铀粉

末制备组组长、高级技师秦建忠身着防护服，紧紧

盯着操作仪器。尽管有着30年的技术工龄，但他

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步操作都小心翼翼。

核燃料操作 30 年零失误，背后是惊人的努

力与付出。

铀化工转化是核燃料元件生产制造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一环，对产品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在我的岗位上工作，首先要学会承受巨大的

压力，一个疏忽和失误，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秦建忠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由于秦建忠在工作岗位作出了突出贡献，前

段时间他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子承父业，决心做核工
业建设者

1955 年，新中国百废待兴，中核北方在此时

成立。一大批刚走出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从全国

各地来到内蒙古包头，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核工业

建设大业中，秦建忠的父亲就在其中。

老一辈“中核人”忠诚奉献、以身许国的精神

深深影响和感染着秦建忠，让他年少励志，决心

做一名光荣的中国核工业建设者。1988 年，不

到 20 岁的秦建忠追随父亲的脚步，光荣地进入

了中核北方。

“刚入厂时，父亲每天都会向我强调，上班

不只是为了一份工钱，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中

核人’，是在为核工业工作，要把自己的工作看

得比天还大，用心去学习、去完成好工作中的

每个任务。”秦建忠回忆道。

从那时起，秦建忠就明白一个道理：自己的

工作是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自

己压力非常大，怕干不好，给老父亲丢脸，也怕丢

了这份工作，每天都是硬着头皮把师傅交给的活

干下来。师傅非常严厉，讲完工艺以后就让我自

己干，当时心里真的发怵。”他说。

为了能够扎实进步，工作之余，秦建忠开始

广泛收集铀化工转化方面的技术资料，并认真研

读。几年间，他历经磨炼，逐渐从一个“门外汉”

成长为行家里手。

超越自我，完成近百项
技术改革

“人不是生来就拥有一切，而要靠学习中所

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这句文学家歌德的名

言是秦建忠的座右铭。在他看来，要做一名合格

的核工业技术工人，不能满足于掌握简单的操作

技术，而要时刻学习、思考让自己进步。

几年前，一个废料回收的问题曾困扰中核北

方多时，如不及时解决，问题将积重难返。面对

这一情况，公司要求“必须回收废料，进行重新利

用”。接到这个任务的秦建忠，立即投入到调研

和试验中。针对回收废料的不同形态，他开始了

不同的工艺研究。

不久后，秦建忠终于确定出了一条耗资最小

的工艺生产线，并对废料的再利用作了相应的改

进，为公司节约了大量成本，同时促进了公司安

全环保工作，更填补了公司在废料回收方面的技

术空白。

从 2008 年至 2013 年，秦建忠在压水堆核燃

料元件生产线上完成了大大小小近百项的技术

改革。凭借突出的技术贡献，他先后被评为

2010 年中核集团“技术能手”、2013 年内蒙古自

治区“金牌工人”等荣誉称号。

带队攻坚，从零起步测
得最佳数据

在中核北方工作的 30 年里，秦建忠辗转了

近 7个生产单位，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高超的技术

水平，让他逐步成为系统内的“业务大拿”，他的

徒弟和学生们也逐步成长，纷纷成为业务骨干。

2013 年，秦建忠接到一项新任务，参与公司

第一条干法二氧化铀生产线的建设和调试工

作。面对压力，秦建忠没有畏惧，他带领十几名

组员开始了艰难的调试工作。

“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基本要从零开始，各

个参数，我们要一项一项地进行试验，确定完一

项，再确定另一项。”秦建忠告诉记者。

待整个试验完成，拿出最佳数据，秦建忠用

来记录、计算数据的记录本堆成了小山。

说起秦建忠，徒弟们是又敬又畏。敬的是他

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畏的是他事无巨细，要求

极其严苛。徒弟王凤鸣向记者回忆说：“有一次我

们在关闭一个阀门时没有拧到位，师父在巡检的

时候发现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并耐心地给我分

析，忽略这样一个小细节，会给企业造成什么样的

损失、带来怎样的安全隐患。我们的工作性质特

殊，他让我养成了细心、认真的工作习惯。”

经过秦建忠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中核北方第

一条干法生产线全线贯通并顺利启动，为我国第

三代核电燃料元件生产线的投产作出了突出贡

献。2014 年到 2018 年间，秦建忠又先后参与了

中核北方 AP1000 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国家重点

科研专项示范工程、全球首条高温气冷堆核燃料

元件生产线的建设。

多年来，秦建忠获得了众多荣誉，但说到自

己，多年来他总是强调一句：“我只是一名普通员

工，没有高学历，也没有过硬的理论基础知识，要

学的还有很多。”

秦建忠：核燃料操作30年零失误

韩文兴在做常规巡视 新华社记者 孟菁摄

刘强刘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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