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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通信更方便
——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5G独立

组网网络，开通5G基站96.1万个

小灵通、诺基亚手机、三星翻盖手机、
华为手机，“95 后”孙晓玲将她从小学到高
中用过的手机设备一字排开，目光里盛了许
多怀念。“小学 4 年级，我有了这部小灵
通。”孙晓玲说，“它只能打打电话，发发短
信，最多偶尔玩一下自带的‘贪吃蛇’和

‘俄罗斯方块’游戏，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级
的娱乐活动了。”

孙晓玲回忆，高中时周围同学陆陆续续
用上了智能手机。“因为怕我被手机分心，爸
妈一直没给我买智能手机，我有时候会借同
学的手机偷偷玩一玩游戏。从按键手机到触
屏智能手机，在当时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晓玲说，“我跟同学们联系的方式也从短信
转变为微信，短短十几年发展这么快，咱们
国家的通信业真是不得了。”

聊起通信，孙晓玲的祖父孙志刚对书信
和电报印象深刻。他回忆，新中国成立初
期，谁家要办个大事、喜事，如果亲友在外
地，只能写信或发电报。“那时候，发电报很
贵，我们基本靠写信来传消息。”

从通信方式的变化中，可窥见中国通信
业的发展。1949年底，中国平均每千人只拥
有半部电话机，通信基础设施陈旧、技术落
后，全国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 31 万门，
长途联络主要靠书信、电报；改革开放以
来，通信技术高速发展，中国在移动通信领
域经历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
步、5G引领的崛起历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田玉龙日前介
绍，目前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5G独立组网网
络，开通5G基站96.1万个，推动共建共享基
站超过40万个，5G终端连接数达到3.65亿。

技术水平迎头赶超，用户规模也不断发
展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末全
国电话用户总数177598万户，其中移动电话
用户 159407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 113.9
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48355万
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45414
万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656亿
GB，比上年增长 35.7%；年末互联网上网人
数 9.89 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 9.86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70.4%，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
普及率为55.9%。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已建成“5G+工业互联网”

的项目接近1600个，覆盖20余个国民
经济重点行业和领域

“从线下按时按点上班打卡到线上云办
公，从办公室网速只有一二兆每秒到几十
兆、几百兆每秒，随着通信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办公越来越便捷、高效。”就职于北京一
家民营企业的佳媛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公司
内部还开发了面向员工的小程序，不仅可以

远程控制办公室的咖啡机、预约公司楼下的
健身房，还可以线上提交工作文档，及时反
馈领导和客户要求。”

在线办公、远程问诊、无接触配送……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给老百姓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改变，也给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
增添了新活力、新动力。

线下企业纷纷“触网”开拓线上业务，
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

额达到 3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5%；消费
需求不断释放，新消费模式拉动网络消费快
速增长。2020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1.76万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10.9%。

在网络消费的快速拉动下，快递运输服务

网络不断扩展，快递业务量强劲增长——2020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833.6 亿件，比 2019
年增长31.2%，是2014年的6倍；截至今年7月
初，快递业务量突破 500 亿件，接近 2018 年全
年业务量。

工业互联网建设加速，经济发展新动能
不断增长——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数 （以2014年为100） 为440.3，比2019年
增长35.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工
业互联网，搭建更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提
升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过去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约束，很多中小
企业信息化程度低。但现在可以通过工业互
联网，把过去的信息化系统解构成一个轻量
级的工业 APP，满足中小企业的某几个核心
功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对记
者表示，通过这种轻量级的“云”化方式部署，
时间周期会更短，成本也比较低，可以帮助中
小企业解决生产制造、经营管理的突出问题，
让企业赶上数字化的快车。

5G的加入，让工业互联网的作用进一步
凸显。“我们依托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聚焦5G应用产业，在关键系统设备的研发和
产 业 化 上 下 功 夫 ， 通 过 典 型 案 例 来 推 动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加快融合发展，已
经取得了一批成果。”田玉龙说，“目前，已
建成‘5G+工业互联网’的项目接近 1600
个，覆盖了 20 余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和领
域，在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持续增强综合实力
——在部分应用需求强烈、基础

较好、带动性强的重点行业，形成突
破性进展，待成熟后，逐步复制推广
到千行百业

未来，5G如何进一步发展？还能给生产
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近日印发的《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年）》给未来3年5G应用发展制
定了详细计划表。《行动计划》 明确，到
2023年，我国5G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综
合实力持续增强。打造 IT （信息技术）、CT

（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 深度融合新生
态，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
破，构建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
络、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提升，5G
应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

政策加持之下，5G 应用加速赋能融入
千行百业。数十台无人驾驶的纯电动运输车
在矿区忙碌，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手握操纵
杆，远程指挥矿区的挖掘机进行装卸。这是
洛钼集团的采矿场景，该公司运用 5G 技术
建成了智慧矿山。业内人士表示，5G 让矿
山作业更高效、更安全，有效改善了工人的
工作环境。

智慧矿山是一个缩影。自动驾驶、黑灯
工厂、5G 消息……5G 赋能产业的新应用层
出不穷，呈现勃勃生机。

今年以来，5G 消息这一新应用颇受关
注。记者梳理发现，5G消息应用案例近期不
断增加：5月17日，北京移动心级服务5G消
息上线，这是通信行业首发的服务类 5G 消
息；近日，中国搜索5G消息在中国移动商用
网络正式上线，该产品可实现收发多媒体卡
片消息、文本消息、音视频消息等融媒体信
息，并全面整合搜索功能、新闻媒体资源以
及直播等优质内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5G应用发展必
须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发展需求，充分把握
5G 应用发展的阶段性、创新性和复杂性特
点，分重点、分批次，循序渐进，在部分应
用需求强烈、基础较好、带动性强的重点行
业，形成突破性进展，待成熟后，逐步复制
推广到千行百业。

“ 《行动计划》 面向信息消费、实体
经济、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重点推进 15 个
行业的 5G 应用，通过 3 年时间初步形成 5G
创新应用体系。”该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
推动 5G 应用标准的构建和推广，加快制定
基础共性标准、融合设备标准、重点行业
解决方案等 5G 应用标准体系研制，选择医
疗、工业、媒体等重点领域，发挥各重点
行业龙头企业带头作用，率先推动 5G 应用
标准落地。

面向三大领域，重点推进15个行业

5G 应用再扬帆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打开手机，刷刷各类 APP 了解时事消
息、看看短视频，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
这背后，是中国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从
书信到短信再到微信，从打卡上班到云办
公，人们的通信、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
造”，企业生产变得更“聪明”；从 1G 空
白、2G跟随到 3G突破、4G同步再到 5G引

领，中国通信技术水平迎头赶超，如今已
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5G 应 用 “ 扬 帆 ”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明确到 202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
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从书
信电报到智能 5G，新时代，中国人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咔嚓”，卢倩对着傍晚的天空拍了张照片——瑰
丽绚烂的晚霞将云朵染成了火红，十分好看。她打开
微信，点开置顶对话框，将这张照片发送给了对方。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伴着照
片，卢倩还给远在外省的男朋友发送了一句情诗。“别笑
我土味情话啊，现在写情书不都是这样吗。”卢倩笑说，
正说着，男朋友就给她打来了视频电话。“让我‘现场’看
看你那儿的云，我这儿可没有这么好看的景色。”视频里
传来卢倩男朋友的面孔和声音，卢倩一边笑着一边将手
机对准天空，翻转摄像头——霎时云霞万里，暮色欣欣。

“现在写情书，有手机就行。”卢倩告诉记者，她
和男朋友一人在北，一人在南，相隔千里。“若是在以
前只能写信的年代，不知道要几天才能联系上一回
呢。现在好啦，有了手机，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对方，
情书也是想写就写，异地恋也不觉得孤单。”

说起情书，卢倩想到了自己的爸妈。“我爸妈是高
中同学，大学谈了四年异地恋，有一次我还偷偷看到
了他们以前写的信。”卢倩说，“我爸用稿纸写了厚厚
一摞，提笔落笔都是‘亲爱的巧’，巧是我妈的小名。”

卢倩母亲张女士回忆道，当时与卢倩爸爸分别在
扬州和南京上学，一周才能来回通信一次，每周能去
宿舍一楼的公共电话打一次电话。“那时候打电话都要
排队。”张女士说，“有一次，我去南京找他，坐的大
巴车路上出了故障，到车站晚了快半天。那个年代也
没有手机，联系不上我，他就这样等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不一样了，手机都是随身带着，时时刻刻都能找
到人。”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卢倩哼
起了歌，“现在通信这么发达，写信只是为了更有仪式
感。改天我也去买张邮票，感受下那个年代的情书。”

下午 5时，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室的一家咖啡
厅，背着黑色双肩包的小林正一边接听语音通话，一边
迅速敲打着手提电脑的键盘、记录客户意见。

“90 后”小林是一家全球性管理咨询公司的咨询顾
问，他正在等待飞往上海的一趟航班。从业一年来，小
林月均 4次往返于出差地点和北京的家之间。出于在路
途中抽空办公和与客户保持高频互动的需要，他经常使
用移动办公软件和通讯工具。

云办公的群体，不限于小林这样的“空中飞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云办公成了新时尚。飞书、钉钉等移
动办公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背后是通信技术的支
撑。日新月异的通信技术提供了更稳定的信号连接和更
优的交互体验，促进了云办公的普及，提高了工作效率。

几年前，还是另一番景象。小林回忆：“大二大三的时
候，我做过一些实习，基本都是要求我到公司坐班，极少

远程办公。”他扶了扶眼镜，“那时候线上办公软件的用户
体验比较一般，观念上也觉得去公司坐班更正式。”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办公方式越来越被大众
接受，甚至演变成一些企业在特定场景下的首选。开展
视频会议、多人在线协作、云端自动保存，都已成为常
见操作。对此，小林说：“云办公的普及不仅反映了通
信技术的发展，也反映了人们观念的更新和对科技型办
公工具的需求。”

关于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小林表示，随着通
信技术的发展，企业内部跨部门协作能力得到提升；以
往繁琐的审批流程被大大简化，有效减少了资源浪费；同
时，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办公。“以我为例，高铁、出租车、飞
机，甚至摆渡车上，都是工作之地。手机、随身 WiFi、手提
电脑就是我的‘移动办公桌’。”听着催促登机的广播，小
林把电脑装进双肩包，又踏上了出差的旅程。

两代人的情书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云办公 新便利
本报记者 王影迪

▲ 进入铁路暑运以来，安徽移动通信
铜陵分公司对境内所辖的合福高铁、宁安
高铁通信专网基站进行科学排查，及时做
好清障、除尘、降温、调整优化等工作，
消除配套设施、电池电源、线路传输等存
在的隐患，保障高铁网络稳定运行。图为
日前，宁安高铁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西湖
镇境内 20号通信基站塔上，施工人员在进
行天线设备调整优化。

过仕宁摄 （人民视觉）

▶ 日前，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科
创百年——建党10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
展”上，小朋友参观通信发展展台。

罗 伟摄 （人民视觉）

▲ 今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的
百万亩花椒喜获丰收，陇南市相关部
门及时组织本土电商人才深入田间地
头，通过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方式助
农销售。图为日前，网络主播在武都
区郭河乡候家弯村利用智能手机直播
推介花椒。 李旭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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