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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谢军，1959 年生于山西省临汾市，1982 年毕业于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技术系雷达专业，获学士学位；1987

年毕业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获硕

士学位。

从事航天工作30多年来，谢军历任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504所副所长、所长，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总设计师，现任北

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导航卫星首席总设计师。

木雕四父子

“只有不断创新技艺手法，木雕才有发展，才有生

命力。”说这话的是海南万宁市北坡镇南岛村农民雕刻家

黄日春。今年58岁的黄日春从小跟着父亲学艺，几十年

孜孜不倦地练习创作，让他练就了刀法精细、工艺成熟

的木雕独门绝技。小到画刻翠竹、腊梅、荷叶、牡丹、

兰草、喜鹊、白鹭、仙鹤等动植物，大到“十柱宅”，黄

日春的各类雕刻作品做到了形、神、态具备，鸟、花、

景共存。

在黄日春看来，木雕技艺需要代代传承，在他的培

养下，他的三个儿子都成为技术精湛的木雕巧匠。大儿

子黄冠智是个技术全面，刀雕速度最快、最准的徒弟，

绘图基本功扎实，能独当一面；二儿子黄冠思刀法纯

熟，雕刻精细，用刀准确到位；小儿子黄冠仰则是镂雕

技艺掌握最全面的一个，他才思敏捷，构图优美，能脱

稿镂雕。近年来，由父子 4 人共同创作的 《花开富贵》

《春色满园》等木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广受木雕爱

好者赞誉。

近年来，黄日春还成立了海南万宁金龙木雕工艺

厂，培养出来自福建、浙江、河北等地的 20多名徒弟。

如今，他的不少徒弟已经自立门户、返乡创业。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吴 鹏摄影报道

“3、2、1……点火！”2017 年 11
月 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两颗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划破苍穹、翱翔太
空。“复移小凳扶窗立，教识中天北斗
星。”北斗三号卫星首次发射圆满成
功，拉开了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
球组网的序幕，为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点亮了又一盏明灯。

测控大厅欢呼的人群中，一位戴
着无框眼镜，身着蓝色外套的工作人
员 脸 上 洋 溢 着 慈 祥 的 笑 容 不 住 地 鼓
掌 。 他 就 是 北 斗 三 号 工 程 副 总 设 计
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很开心
也很兴奋，北斗这张蓝图终于实实在
在地摆在大家面前。同时，这也是一
个新的起点，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等
着我们。”胜不骄、败不馁。35 年来，
谢军把他所有的热情和执着都献给了
祖国的航天事业。

接过老一辈航天人“接力棒”

1982 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
谢军，被分配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
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五院 504
所工作，该院从上世纪 80 年代北斗计
划起步开始，就一直担负着北斗卫星
系统和产品的设计制造工作。谢军与
北斗结缘的种子在那时便已种下。

“那些航天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对待
工作真的是一丝不苟，这对我影响很
深。”初到 504 所，谢军便被所里那些
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航天人朴实严谨的
工作作风所感染。

那是一段至今令谢军难以忘怀的
日子。刚到 504 所时，谢军被分到天
线技术研究室。那时测试天线一定要
爬到野外一个很高的测试塔架上。当

时的谢军并不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只
觉得自己年轻，应该上塔架，但一爬
到 高 高 的 测 试 塔 架 上 他 就 不 停 地 眩
晕，浑身没劲，室里的老同志知道后
就不再让他上测试塔架，于是他就在
地面上负责转动转台上的天线，那时
转台转动天线只能靠手一度一度转

和测，烈日炎炎下他一蹲就是一
下午。

不久之后，谢军接手
了第一件产品的研制——

同轴波导转换，那时调节测试驻波的
仪器设备非常简陋，需要用手一点点
垫模片，把模片垫得合适了指标才会
满足要求，这是一项琐碎而单调的工
作，但谢军认为，那段时光学到的知
识十分扎实。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正
是在 504 所那段岁月的历练，让谢军
养成了刻苦踏实的工作作风，也让他
坚 定 了 要 从 老 一 辈 航 天 人 手 中 接 过

“接力棒”的决心。从 504 所最年轻的
高工、最年轻的研究员和副所长，一
路走来，十几本工作笔记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谢军参研 10 多颗卫星和飞船的
工作体会。

2003 年的一通电话，改变了谢军
的人生轨迹。“当时的五院院长亲自给
我打电话，希望我可以担任北斗二号
导航卫星总设计师一职。”谢军告诉记
者，那时候北斗一号第三颗卫星已发
射成功，双星定位系统更加稳定。自
己也觉得，需要有一支更加专业的团
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北斗工程下一步研
制工作中去。

征服挑战解决困难很有趣

2004 年，谢军走上了北斗二号导
航卫星总设计师的岗位。岗位变了，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职务变了，肩负
的使命更多了。“如何从关键设备研制
单位的负责人向卫星总设计师过渡，
这是一道十分棘手的难题。”谢军坦
言，担任总师之初，许多知识都没有
掌握，诸多问题都不是很清楚。

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是每一个航
天人必备的精神品质。对卫星总体结
构不了解，谢军就亲自去拜访相关领
域的老专家，直到把每个部件、每项

产品、每个问题搞明白才肯离去；对
热控分系统、电源分系统不了解，他
就逐一去请教专业能力强的老师傅。

“作为总师，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就是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谢军回忆
说，2013 年北斗三号工程伊始，经各
部门研究决定，在北斗三号卫星上使
用国产化行波管放大器。该设备之前
一直是引进国外技术，因此要严格把
控首次实现国产化的产品指标。负责
研制行波管放大器的单位攻坚克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研制出 6 台设
备。可是，谢军在认真检查这 6台产品
之后却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
定：质量未达标，全部重做。“当初作
这个决定还是非常艰难的，这不仅意
味着该单位要推倒重来，继续倾注大
量人力物力重新设计，甚至会导致整
个工程大幅度延期。”谢军表示，质量
和进度就像天平的两端，不能顾此失
彼，总师最大的压力便来自于如何保
证在“零失误”的前提下按时完成工
程进度。

当被问及是否觉得工作辛苦时，
谢军微微一笑说：“航天工作很吸引
我，当你有了热爱，所有征服挑战、
解决困难的过程都变得十分有趣。”

奉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2004 年，北斗卫星导航区域系统
工程正式立项，揭开了中国自主导航
系统研制工作的崭新一页。彼时，困
难 重 重 、 荆 棘 载 途 。 从 北 斗 “ 三 步
走”发展战略的确定到三种轨道、混
合星座方案的设计；从攻克卫星上采
用的新技术、新器件、新工艺到通过
批量生产和密集发射保证卫星系统发
挥 其 有 效 性 …… 十 余 载 “ 造 ” 星 路
上，谢军和他的团队始终都在逆流而
上、乘风破浪！

时间精度是卫星导航的命门，天
地间时间越同步、误差越小，定位精
度就越高。有“导航卫星心脏”之称
的星载原子钟就发挥着提供时间基准
的作用。在北斗二号建设时，星载原
子钟成为绕不开的“拦路虎”。“航天
产品的核心是质量过硬，性能稳定。”
谢军介绍说，研制出的第一台原子钟
在 工 作 时 经 常 会 出 现 突 跳 ， 精 度 很

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他经常深入
一线与大家一起分析原理、掌握一手
材料；有的时候，他宁可 36 小时不合
眼，也要坚持做完产品实验，不会错
过一个疑点，不能放过一丝误差。

那几年，谢军总是频繁往返于北
京、西安、武汉、兰州等地，生怕有
一家研制单位掉以轻心、松懈生产，
担 心 有 一 款 产 品 未 达 标 准 、 出 现 问
题。经过谢军团队多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让北斗用上了自主开发研制的原
子钟，其天稳定度达到 10－14 量级，
授时精度 50 纳秒，300 万年只有 1 秒
误差。

卫星寿命是有限的，以北斗二号
为 例 ， 很 多 示 范 项 目 还 没 来 得 及 应
用 ， 在 轨 卫 星 便 已 无 法 正 常 提 供 服
务。所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必须迅
速打入空间、快速完成组网，这对五
院的批量化生产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

为 此 ， 五 院 引 入 流 水 线 作 业 模
式，就像生产车辆一样，每一个作业
点都有相应的生产工序。此外，科学
的规划管理也让生产有条不紊。任务
开始前，谢军总会同生产单位做好沟
通，并为每一类产品制定生产计划。
一旦输入到达，随时就能开展生产。
例如在卫星热管生产中，下午 4点设计
图纸到厂，下午 6点工艺图纸就完成晒
图并下发到车间，当天晚上就开始正
式生产，最终只用 10 天左右就完成了
热管产品制造，将生产周期缩短了一
半以上。

“2010 年到 2012 年我们共发了 14
颗卫星，截至 2020 年，将会有 30 多颗
北斗三号卫星闪耀太空。我们是以跑
百米的速度在跑马拉松。”谢军如此形
容组批生产。

在北斗研制工作中困难常有、挫
折不断。“好在有这样一支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奉献的队伍，让每一道难
题都迎刃而解，让每一次险情都转危
为安。”谢军认为，卫星研制是一项
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
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工作久
了，奉献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觉得就
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做这些事情”。这
是谢军也是所有航天人内心最质朴的
声音。

用 北 斗 照 亮 人 生 坐 标
——记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芃达

在罗布泊腹地罗中，有一家年产超百万吨优质硫酸
钾的公司——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公司。走进罗钾，你
会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会折服于罗钾人的“开荒
辟地”。荒芜的盐碱地上开掘出一条条采卤渠，卤水奔
腾不息地汇聚成湖泊大小，乳白色表层下泛着翠绿色的
光芒。在这座平静得像一大块翡翠的卤水湖面上，一台
巨大的水陆两栖式水采机仿佛天外来客打破了这份寂
静。着灰色工装、头发花白的罗钾创始人之一、国投罗
钾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守江就站在这湖边凝视着这
一切，他就像个生命禁区的守门人，坚守了近 18 年，
带领罗钾人一砖一瓦地建起了这座工厂，打破了中国钾
肥市场几乎依赖进口的局面。

罗布泊被称作“死亡之海”，这里没有淡水，寸草
不生，平均年降水量仅39毫米，蒸发量却超过4800毫
米，每年7级以上大风多达200多天。在这里被风霜吹
打了近 18 年的李守江不太愿意回顾开荒时的艰难。比
如 1999年，当得知罗布泊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硫酸盐
型含钾卤水矿床，李守江兴奋地带着钾盐开发团队第一
次踏入了这片生命禁区，结果感觉像是到了月球，放眼
望去，地平线是弧形的，没有一丝生命迹象。夏天地表
温度高达 60 多摄氏度，湿度几乎为零，沙尘暴很多，
帐篷经常被风吹得扎不起来，吃一口馒头就一口沙……

更让李守江感慨的是钾盐开发之初的难：“罗布泊的
卤水中钾和硫的比例严重失衡，要靠加入氯化钾来解决，
但是要在400公里外运氯化钾过来，这成本太大了。当时
我们请了外国知名钾盐专家来看，他们断言这里没法直接
生产出硫酸钾。如此这般，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钾”被称为粮食的粮食，是农作物生产必不可少
的元素。然而，此前我国钾资源极度匮乏，农作物需要
的钾肥 90％依赖进口，价格都是国外巨头说了算。正
因为如此，李守江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这个技术难
题，让农民兄弟都能用得起钾肥。

2004年，国投罗钾利用罗布泊硫酸镁亚型卤水直接
制取硫酸钾的工艺技术研发成功，获得当年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当时外国那位知名钾盐专家听说了以后根本
不相信，觉得是我们瞎忽悠。结果我们不仅用罗布泊的
卤水生产出了优质钾肥，而且我们生产每吨硫酸钾的用
水量只是传统工艺的三分之一，真正降低了成本，让农
民都能用得起。”说到这里，李守江难得露出了笑容。

如今，国投罗钾公司已累计生产销售硫酸钾 1200
多万吨，硫酸钾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0%以上，使我
国迈入了世界硫酸钾生产大国行列。“过去，中国企业
都是替国际企业做代工，站在价值链的低端，如今我们
终于站上了价值链的高端。现在很多国际公司主动来找
我们谈合作，合作的方式是我们以技术入股，他们来负
责经营，并且贴我们的牌子。”李守江说，“我能深刻感
受到在钾肥行业，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

‘强起来’的变化。”

“死亡之海”的开荒者李守江：

让农民都能用得起钾肥
本报记者 黄 鑫

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细心的贵州安顺市民发现，安
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交通节点都出现了由鲜花组合
而成的党旗和国旗，同时还伴有“祖国万岁”“庆祝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等大型鲜花标语，这些鲜花锦簇的图案和
标语都是贵州艺森立体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里的鲜花
种植户摆放的。“这些种植户过去都是安顺市幺铺镇荡上
村的村民，我们想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脱贫致富的心情。”
看着街边忙着摆放鲜花的村民，公司创始人李新的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就在几年前，每逢节假日大部分在贵州安顺摆
放的鲜花都来自安顺以外的地区。那时，荡上村也是另
一番景象：成片的土地荒芜、乡亲们外出打工、孩子们成
了留守儿童……

荡上村属黔中山区地貌，在 2 平方公里范围内有沪
昆高速、贵安大道、贵昆铁路穿境而过。过去，由于传统
农业让许多村民入不敷出，很多村民都不愿种庄稼，甚至
将土地弃置丢荒。作为企业家，李新实地考察后看到了
当地种植苗圃、花卉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前
景。今年2月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李新带着公司员
工以农村产权改革为切入点，引导农民自愿流转土地、把
每家每户从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连片开发、机械
化耕作、规模化经营模式。

对于当地83户流转土地的村民来说，今后他们不仅
每年能收到土地流转费，还可以用土地参股分红。“我原
来只有一两亩土地，风调雨顺的话一年收获六七百斤苞
谷，算下来一年收入只有六七百元。现在通过土地流转，
可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当然支持了。”幺铺镇荡上村村
民邓明和深有感触地说。

土地流转后，李新通过“产业+扶贫+生态”的模式在
荡上村投资 8000万元建立总占地面积 600余亩的立体
农业生态园，共分为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已完成孔雀
草、鸡冠花、矮牵牛等部分花卉幼苗培育50万株，将年产
鲜花 500 万盆到 600 万盆。该项目完全建成后，可解决
包含贫困户在内的周边村民 100 余人的就业问题。“到
2020年之前，荡上村剩余贫困户一定能全部摘掉贫困的
帽子，每个人都能过上花一样的日子！”李新坚定地说。

专注特色农业扶贫的企业家李新：

带领贫困户过上花样生活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胡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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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黄日春（左一）和大儿子黄冠智 （右一）、二儿子黄冠思 （左二） 在雕刻作品。

图② 黄日春（左）和小儿子黄冠仰用测量设备对作品“量体裁衣”。

图③ 黄日春潜心构思作品设计。

图④ 黄日春（中）在对图案加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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