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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新模式应用

我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向世界展示最先进通信技术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通信网络建设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方素菊

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
大赛京津冀区域赛落下帷幕

我省16个项目获奖
2个项目入围国家决赛

过去两年，不少企业面临原材料成
本上涨、供需匹配错位与人才发展跟不
上等难题，传统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瓶
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对经济各环节的度量、优化和连
接，产业互联网正在推动全产业链的降
本增效和价值创新。数字与实体的融
合发展，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
重要机遇。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是GDP
增速的3倍多。今年启动的国家“十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以数字化转型，驱动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这也说明，“数实融合”正在从“选答
题”，变成每个行业都要面对的“必答
题”。发展数字经济没有局外人，产业互
联网也将扎根于各行各业的发展之中。

首先，社会公共服务持续发展，产业
互联网可以助力提升服务的效率和体
验，应用于乡村振兴、城市治理、应急救
灾等领域。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就
以在线的方式抗击疫情，保障医疗、教
育、政务、民生服务有序进行，让疫情可
以一网监测、智能预警，应急指挥也可以
一键触达到基层。

其次，借助云、AI、大数据等技术，
生产制造各环节变得可测量、可优化，助
力中国制造向高端智能、绿色低碳升
级。例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自动驾驶
的测试，百分之九十可以通过云端仿真
完成，大大减少了路面测试的不安全和能源消耗。

再次，消费市场中，“内循环”为本土品牌提供了发展的
土壤，数字化助力消费行业更加理解用户，助推国潮品牌的
崛起。比如泡泡玛特，把自己的“盲盒售卖机”搬到了微信
里，打造了“在线抽盒机”。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抽盲盒，
还能和朋友分享自己的乐趣。泡泡玛特用企业微信，运营
了3万多个微信社群。今年上半年，泡泡玛特小程序收入
超过了3亿元，同比翻了一倍。

“数实融合”要“兴实业、做实事、靠实干”。对实体产业
的价值助力有多少，是衡量产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标准。
未来，腾讯还将立足优势能力，打造用户、技术、安全和生态
四大引擎，助力各行各业发掘数字化新动能。

打造用户引擎，将用户理解引入产业全流程，助力企业
服务于人，激活增长。腾讯助力玲珑轮胎，打造了智慧营销
云平台，通过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连接了300家经销商、1.5
万家加盟店。通过理解客户行为，精准触达需求；基于库
存、渠道与门店销售数据，优化排产计划。2020年，在疫情
暴发的状况下，玲珑轮胎销售量逆势增长了50%。

打造技术引擎，将前沿数字技术与产业落地融合，为产
业升级提供好用、易用的工具。腾讯的分布式数据库TDSQL，
服务了国内前10大银行中的6家，也是国内少有的在银行传
统核心系统上线的国产数据库。腾讯的TCE专有云平台，将
公有云的多租户云管技术搬到私有云上，既要自主可控，又要
低成本、易运维，服务生态伙伴对计算资源的需求。

打造安全引擎，以云原生、零信任为核心，塑造产业
互联网时代的安全底座。腾讯以云原生的可拓展、零信
任的动态认证为基础，为机构和企业进行全域、全时的弹
性安全防护。

打造生态引擎，持续推动产业互联网的开放战略。
在产品生态上，腾讯构建了生态产品库，引入了近 500 个
精品应用、近 2000 款行业的优选应用，并和腾讯的数据
库、音视频等优势技术深度融合。未来三年，腾讯将投入
超过200亿元资源，培育超过1000家、年收入突破1000万
元的伙伴企业。
（作者为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李建安）近日，第四
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京津冀区域赛落下帷幕。经
过层层角逐，我省共16个项目获奖。

我省获奖的16个项目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
等奖5项，优秀奖6项。张家口市公安局5G+智慧冬奥安保
项目在京津冀地区的实践、医大一院5G+MEC智慧医疗示
范等2个项目入围国家决赛。

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京津冀区域赛于今
年6月启动，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管理
委员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天津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通信管理局、河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共同主办。赛事以“聚焦硬科技、
畅通内循环”为主题，围绕5G+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融
媒体、车联网和应急管理等应用场景征集优秀案例。

“绽放杯”5G 应用征集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
是国内 5G 领域顶级赛事，自 2018 年起已连续举办三届，
累计征集项目8000余个，挖掘出一批5G典型应用和成熟
商业模式。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为推动制
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加快工业互联网相关领域项目建设，日前
省工信厅印发《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导向目录（2021年）》。

支持工业互联网网络建设。支持工
业企业内部网络改造提升、企业IT网络改
造升级、企业 OT 网络建设、企业探索 IT
网络与OT网络贯通融合。企业加大外网
建设，构建连接多个厂区、工业智能产品、
产业链伙伴的网络，支撑企业间、企业内
部门间资源、能力和需求的协调对接，以
及产品的远程监测、维护、服务和信息分
析。鼓励企业建设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参与网络标准制定。

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鼓励企
业基于云架构，叠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构建企业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支持行业（区域）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建设、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国内外优质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河北布
局。推动行业级平台向综合性平台转化，
构建基于海量数据采集、汇聚、分析的服
务体系，整合市场化资源建设综合性公共
服务平台。支持工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和
工业APP开发和工业大数据应用创新、工

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新体验中心建设，开
展大数据挖掘分析，实现大数据价值落地
和价值链重构。

支持工业互联网新模式应用。鼓励
企业围绕用户个性化需求，搭建和利用基
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综合服务平台，发
展需求聚合定制、线上线下交互定制、众
创定制、私人定制等模式。支持企业通过
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产学研用等各领域
研发设计资源，提高产品设计水平、协同
研发效率和成本控制能力。企业可利用
先进软件系统等进行智能化改造，开展智
能工厂和数字车间建设。支持企业内部
实现全流程业务共享和业务协同，企业间
建立面向行业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开发
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监测追溯、质
量控制等在线服务模式，发展信用销售、
融资租赁等新业务。加快数字孪生等技
术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提升企业综合管
理能力。

支持企业上云。推动协同办公、经营
管理、运营管理、研发设计、生产控制、智
能应用等业务应用上云，提高办公效率、
创新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推动高耗能流
程行业设备、通用动力设备、新能源设备、
智能化设备和产品等设备产品上云，提高
设备运行效率和可靠性，促进产品智能化

升级。推动制造能力（资源）上云，逐步形
成数字驱动、网络协同、共享发展的制造
业新生态。推动数据库系统、大数据平
台、中间件平台、物联网平台、人工智能系
统等软件开发平台、平台系统上云，实现
各类数据跨平台、跨业务的协同管理，满
足“互联网+”转型的需要。推动计算资
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安全防护等基础
设施上云。

支持关键领域数字化赋能。支持绿色
制造创新发展。推动高耗能企业加快设备
数字化改造，建设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在线
监测系统。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鼓励
企业建立完善设备管理和安全生产监控平
台，重点高危行业企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推动产业集群和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集群龙头企业与
工业互联网企业合作，对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进行数字化赋能；支持集群龙头企业加
快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标杆
企业；建设面向产业集群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鼓励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支持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能力建
设。推动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能
力建设，满足企业内网IP化、扁平化、柔性
化部署需要，建设集中化企业信息安全综
合防护平台，提升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防护能力。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防
护能力建设。鼓励平台企业加强对边缘
层、IaaS 基础设施、工业 PaaS 平台和工业
SaaS 应用的安全管理。支持企业建立数
据安全保护体系。引导企业建立工业互
联网数据流动管理机制，加强对数据流动
过程的监控审计，实现工业数据全生命周
期保护。推动工业信息安全公共服务能
力建设。

支持工业电子商务发展。引导企业
建立开放性采购、销售、服务平台，实现与
企业内部产供销一体化平台集成应用，提
升供应链管理能力。鼓励省内企业与知
名互联网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面向行业或
产业集群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制造需求
和制造资源的无缝对接。支持面向重点
行业的供应链协同平台建设，鼓励制造企
业与行业供应链平台对接，提升产业集成
和协同水平。支持依托供应链平台建设
的面向行业的产业链数字地图，为强链、
补链、延链提供支撑。加强网络品牌宣传
推广。

支持企业信息化基础能力建设。推广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鼓励企业结合自身信
息化发展基础和行业发展趋势，进行整体
性信息化改造，促进企业两化融合水平快
速提升。支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

10月22日一大早，记者跟随采访团从
崇礼区的云顶大酒店出发，前往冬奥竞赛
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汽车经过一条
长长的隧道时，记者惊喜地发现，在隧道
里手机的4G、5G信号都是满格，与微信好
友间发送图片、视频无丝毫卡顿。

流畅的网络体验得益于移动通信网
络的建设和完善。河北联通副总经理相
光辉表示，目前太子城区域已实现3G、4G
和 5G 网络的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联
通对崇礼市区、张家口区域移动通信网络
也进行了完善，北京至张家口、张家口至
崇礼、崇礼市区至太子城区域主要交通干
线均实现了3G、4G、5G网络全覆盖。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唯一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全
面承接北京冬奥组委通信需求，打造标准
统一的冬奥通信服务技术体系，统一规划
北京、张家口两地三赛区的场馆网络。张
家口赛区将完成与北京的“冬奥一张网”
建设。然而，与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相

比，张家口赛区通
信网络建设中面
临的低温、冰冻、
大风、高山等极端
环境更为恶劣，建
设难度更大。为
此，河北联通从全
省各地抽调近400
名技术骨干，全力
做好冬奥通信网
络运行保障。

明媚的阳光下，冬奥竞赛场馆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斜倚山峦，美不胜
收。这是张家口赛区建设工程量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竞赛场馆，上中下层落差大
坡度陡，房间错落密集。如此复杂的建筑
结构给跳台的室内外通信网络部署和施
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完成这里的通信网络建设和保障工
作，首先要面临的是极寒天气。“在零下
30℃的严寒中，在跳台顶峰四楼刺骨寒风
贯穿的弱电间，伸出手完成尾纤的摘帽、
插拔都会异常困难。”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保障团队通信副经理柯春轩说，由于到古
杨树场馆群南入口无管道可用，光缆只能
沿山边布放，线路工程师每天顶着寒风来
来回回巡检，风雪打在脸上都是刺骨的。
为了保障赛事传输，零下30℃的严寒气候
下，一些通信设备也必须放置在室外。于
是，他们采用了保温的室外多壁体箱，把
设备放在其中，通过箱子产生一定温度来
保障设备的正常工作。

困难不止于此。北京2022年冬奥会
期间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将承担跳台滑雪、
北欧两项中8个小项的比赛。由于跳台赛
事运动员速度快、腾空距离远、落差大等
特点，这里对摄影服务的通信需求在所有
室外竞赛场馆中是最高的。为此，建设者
们需要学习冬奥基础知识、熟悉场馆结
构，掌握通信设计要点规范，统计汇总各
功能区的通信业务需求，对应到各专业设
备的末端布放，繁冗而精细的工作花费了
他们大量心血。

为满足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通信需求，
在通信技术上，建设者们创新采用了先进
的PeOTN传输网络承载高品质的数字专
线业务，5G网络上采用SA组网方式，提供
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高可靠性的网络
接入能力，服务于云转播信号回传、云直
播业务平台等不同需求的用户群体。

今年8月，中国联通科技冬奥重点项
目——云转播服务在张家口跳台场馆及
北京同步部署、联合测试，5G下载速率达
到 1.2Gbps，上传速率达到 150Mbps，完全
满足使用需求。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机房是古杨树场
馆群的核心汇聚机房，建设者们克服极寒
天气，从拿到钥匙到完成通信建设，仅用
了40多天。今年1月，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机房实现通信全业务开通及双路由保护，
为今年2月张家口赛区测试活动提供安全
稳定的固定电话、移动通信、互联网接入、

“媒体+”、WiFi服务、数据专线、综合布线
等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切艰苦卓越的努力，均为了打造架
构合理、功能全面、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的
精品网络。据介绍，目前，张家口赛区已
实现冬奥专网和张家口本地网两张网络
的通信保障，将为冬奥会不同类型的用户
提供通信服务。对于张家口赛区 5G 网
络，中国联通采用 3.5G+2.1G 混合组网，
高低频混合组网兼顾容量与覆盖，在冬奥
赛时可开启200M载波聚合，下载速率在
国内可达到最高，还可快速上传图片、短
视频。

在 张 家 口 冬
奥村下沉广场，有
一个中国联通 5G
体验中心。张家
口冬奥村保障团
队通信经理董兆
春介绍，北京2022
年冬奥会举办期
间，这里将展示世
界最先进的 5G 通
信技术。目前，他
们已经在下沉广
场安装了数字室
分、传统室分、先

进的宏站、微站等无线通信设备，为大家
处处有信号、时时能上网提供良好保障。

5G不仅仅是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
级，更是一场影响行业和全社会的技术变
革。此次冬奥会，将是 5G 技术大放异彩
的一届体育盛会，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最

先进的通信技术的舞台。
据介绍，面对雪上场馆地形复杂、严

寒、强风等多项挑战，中国联通依托科
技冬奥“复杂、极端环境下 5G 先进网络
建设与示范”项目，研发了多频段、多形
态的 5G 基站设备，在冬奥雪上场馆建成
了可抵抗高寒、强风等恶劣条件的 5G 全
覆盖网络，为冬奥会提供了安全可靠、
稳定畅通的 5G 通信保障，同时也为后续
高寒、强风等恶劣条件的 5G 组网提供了
示范。

在 5G 创新应用赋能智慧冬奥方面，
中国联通提出了“智慧观赛、智慧办赛、智
慧参赛”三大场景，并基于先进5G网络及
MEC、切片等创新网络技术，打造了十多
项创新应用。其中，360度观赛、智慧指挥
调度、云转播、智慧医疗等创新业务已经
亮相测试赛，提前演练了智慧冬奥。

在测试赛期间，依托5G高带宽、大连
接、低时延的能力特点，观众可以自主交

互来连续改变视角和位置，突破传统的定
点和被动式观赏赛事，弥补了场内观众由
于位置局限导致的单一观赛体验，实现了
现场与APP的同步观赛。

智慧参赛方面，基于 5G 网络的云转
播系统，把传统以现场为主的转播工作拆
分，实现了转播设备网络化和人员服务远
程化，更好地支撑异地远端制作，提供了
低成本、专业级视频转播服务平台，提供
了赛事转播、无人混合采访区和新闻发布
厅三个创新服务，以科技助力竞赛场馆内
精彩活动的呈现。

智慧办赛方面，基于公网集群对讲
技术建立的定制化平台，中国联通为北
京冬奥组委打造了冬奥指挥调度平台，
可支持北京冬奥组委跨越北京、延庆、张
家口三个赛区的跨域通话及可视需求，
包括志愿者管理、火炬接力、场馆运营、
车队管理、OBS 转播、安保指挥、医疗救
援等场景。

图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通信保
障团队的工作人员正在施工。

河北联通供图

云转播、智慧医疗等多种5G创新应用赋能智慧冬奥

三个赛区一个标准，打造标准统一的冬奥通信服务技术体系
随着北京2022年冬

奥会进入倒计时，冬奥通

信保障工作也渐渐接近尾

声。作为北京2022年冬

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张家

口赛区的通信网络建设得

怎么样，赛时将给人们带

来什么样的体验？近日，

记者跟随由中国联通组织

的“智慧耀联通 一起向

未来”主题采访团，对北京

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

区的通信网络建设进行了

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