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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的深秋时节，记者
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湖北省
红安县杏花乡隗店村丁家岗
时，只见一派繁忙的丰收景
象——— 村前的田地里，几位农
民正在忙着挖红薯，不远处几
台收割机正在稻田收割晚稻，
村湾里还有几户人家正在翻新
加盖小洋房。这个小山村，是抗
日英烈、原八路军129师386旅
新1团团长丁思林的家乡。

丁思林，１９１３年４月出生在
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丁家岗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９３３年９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２年５月参加

红军。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１９３４年后，任红四方面军第
３１军第９３师第２７４团参谋长、第２７１团团长。１９３５年参加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丁思林任八路军第１２９师３８６旅７７２
团１营营长。１９３８年９月，任３８６旅新１团团长。他以英勇的精神
和紧张的工作，协同与团结全团官兵，把一个新的部队，锻炼
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富于我军优良传统的主力团。１９３９年２月，
在曲周县香城固的伏击战中，全歼日军安田中队和４０联队补
充大队，打死日军２５０余名，俘虏８名，毁掉汽车９辆，缴获火炮３
门，枪百余支，粉碎了敌人破坏冀南根据地的阴谋。因表现出
色，新１团被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赞誉为“模范青年团”，后又被
八路军前方总部授予“朱德青年团”的光荣称号。

１９３９年７月５日，日军１０９师团１０７联队３０００多人向晋东南
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６日，丁思林率新１团在云族镇同敌
人激战两天。８日，日军纠集兵力再次发动进攻，为掩护部队撤
退，他主动阻击日军进攻。激战中，丁思林头部中弹，壮烈牺
牲，时年２６岁。

为了表达对丁思林的哀思，时任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的邓小
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悼丁思林同志》一文，赞扬他

“不仅是一个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好的指挥员，而且从十年的
斗争中，锻炼出了他的忠于民族，忠于劳动人民，忠于党的坚强
的意志。同时他还富有青年的突击精神，勇于任事、不怕困难、
奋勉前进的特质”，因此，他为上级同级所信赖，为下级所尊敬，
他的牺牲，“是全师的重大损失”。（据新华社武汉１１月１９日电）

“模范青年团”团长———

丁思林

丁思林的画像。
□新华社发

我国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
今年底正式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导航服务

据新华社西昌11月19日电 随着两颗全球
组网卫星19日凌晨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
空，我国成功完成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此
间表示，北斗三号基本系统今年底正式开通运
行，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导航
服务，迈出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一步”。

19日2时7分，01指挥员鄢利清下达“点
火”口令后，乳白色的长征火箭托举着北斗双
星腾空而起。这是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今年内
第10次成功运送北斗，也是长征火箭的第291次
飞行。

中国北斗是全球唯一由3种轨道卫星构成
的导航系统，对执行发射任务的火箭要求非常
高。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副总指挥刘建忠说，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乙属于长征三号
甲系列运载火箭，长三甲是我国目前现役发射
次数最多的高轨中型运载火箭。适应能力强、
服务轨道面多的特点和到目前为止百分之百的
成功率，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斗专列”。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
星，也是第十八、十九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
星。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说：“目
前北斗三号卫星上所有使用的部件，全部实现
了国产化。”

卫星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随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宣布，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北斗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
的重要成就之一。北斗三号工程于2009年正式
启动建设后，目前正按照最简系统、基本系统、
全球系统三步实施组网。

“工程建设进展顺利。计划于2020年底前，
建成由30多颗北斗导航卫星组成的全球系统，
具备服务全球能力。”杨长风说。

中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
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
战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国提
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
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球系统，
向全球提供服务。

图为卫星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

19日凌晨，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
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当
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此，北斗三号
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中国北斗迈出
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关键
一步”。

定位精度提升至2 . 5至5米

北斗三号系统不仅覆盖范围提升至全
球，性能也实现显著提升。杨长风说：“定位
精度提升至2 . 5至5米，较北斗二号提升一至
两倍。”

他表示，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了更高
性能的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铷原子钟天稳
定度为E-14量级，氢原子钟天稳定度为E-
15量级。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通过采用星间链路
等新技术，空间信号精度可优于0 . 5米。”杨
长风说，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还增加了
性能更优的互操作信号B1C，同时在全球系
统中，将B2I信号升级为性能更优的B2a信
号。

进一步增进服务拓展

杨长风说，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在提高基
本导航服务能力基础上，还进一步增进服务
拓展，提供短报文服务、星基增强服务和国
际搜索救援服务。

9月19日22时07分，我国以“一箭双星”
方式成功发射我国第13、14颗北斗三号组网

卫星。
“这两颗卫星上首次装载了国际搜救组

织标准设备，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将按照国际
搜救卫星组织标准，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
警及定位服务。”杨长风说。

11月1日23时57分，我国成功发射第17颗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这颗卫星属于地球静止
轨道卫星，也是北斗三号系统首颗地球静止
轨道卫星。

“ 这 颗 卫 星 除 提 供 基 本 导 航 服 务
（RNSS）外，还将提供短报文服务（RDSS）、
星基增强服务（SBAS）。”杨长风说。

杨长风表示，短报文服务在全面兼容北
斗二号短报文服务基础上，容量提升10倍，
用户机发射功率大大降低，能力大幅提升。

“此外，这颗卫星还将提供星基增强服务，按
照国际民航标准提供更高精度、更高完好性
的导航服务。”

系统建设创造“中国速度”

杨长风表示，北斗系统建设在工程全线
的团结努力下，创造了“中国速度”。

“短短1年时间内，先后完成11次发射任
务，将19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和1颗北斗二
号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组网发射最短间
隔17天，创造了北斗组网发射历史上高密
度、高成功率的新纪录。”他说。

杨长风透露，2019年至2020年，我国将
发射6颗北斗三号MEO卫星、3颗北斗三号
IGSO卫星和2颗北斗三号GEO卫星，2020年
服务范围覆盖全球，2035年前还将建设更加
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中国北斗迈出
走向全球“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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