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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脱县帮兴乡肯肯村采访，
恰逢宽带网络刚刚开通之时。新树
立的通信杆正在悬崖峭壁边，向对
面看去，隔着万丈深渊坐落着另一
个村庄。遥望那边，工信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兴奋地说：“还得
继续努力，争取让那个村子也能快
点通上光纤。”

眼前的肯肯村一共只有29户，
即使全部办理宽带业务，年收益也
不到3万元。而为了给这个村开通
光纤，建设费就需要近200万元，维
护费更是年超10万元。目前，西藏
不少地区的电信普遍服务的投入远
超回报。

对此，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说：
过去人们寄信，只要贴上8分钱的邮
票，再偏远的地方邮政局也得送到，
即使他们为此做出的服务远超8分
钱。这就是普遍服务，是给每一个
人享受基本权益的权利。电信普遍
服务也是如此，有人的地方，就要给
他们享受网络服务的权利。

诚然，普遍服务是电信业的最
高宗旨，是国家对全体公民基本通
信需要的保障，是促进地区经济与
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城
乡人民共享数字中国福祉的重要基
础。对这件事情，不能用简单的资
金投资回报率去衡量。正如闻库所
言，只要这个普遍服务能为全体老
百姓带来生活的便利，缩小数字鸿
沟，那么这项工作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而，如果能在公平共享的前提下更多统筹考虑资金
成本，将更有利于把这项事业长期可持续地推行下去。宽
带网络并非建成就一劳永逸，还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
进行维护，给百姓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网络，才有实现信息
惠民的可能。更何况，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电信
普遍服务变得更为重要。宽带普遍服务本就是新形势下
特别是信息通信改变人民生活时出现的新业务。

在网络提速降费的大趋势下，运营商内部交叉补贴
的利润空间不断下降，要保证长效维护电信普遍服务的
运营资金，还需开源节流。一方面，通信运营商内部要继
续深化合作，同时国家也要加大力度推进通信与电力、公
路、铁路等领域的共建共享，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另一方
面，贫困地区网络维护资金来源应更多元化，比如那些受
益于宽带网络的产业，在盈利的同时能否“反哺”电信普
遍服务基金也值得探讨。

雨一直下，从肯肯村通往墨脱主干道的路变得泥泞
不堪、坑坑洼洼。也许当年，也有很多村民认为不需要走
出大山，但当路修到家门口，走出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同样，信息高速公路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当电信普遍服
务走进更多乡村后，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去“看看世界”的
人也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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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不管主题怎
么变，其内涵都包括“共享”。正是秉承共享的宗旨，自
2015年12月起，财政部会同工信部启动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推进未通宽带行政村的宽带网络建设发展，目标是
到2020年实现98%行政村通光纤和98%行政村通4G通
信信号。

“目前，3批试点中央财政补贴和基础电信企业投资
累计投入400多亿元，支持超过1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
据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介绍，截至3月底，前
两批10.1万个试点行政村工程完工率已超过99%，第三
批3.2万个行政村正在加快施工；我国行政村通光纤比
例已达95%，预计今年年底可提前实现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98%行政村通光纤的目标。

目前，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过程进展如何？遇到
了哪些难题？经济日报记者日前跟随工信部有关人士前
往西藏贫困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全国电信普遍服务
试点中，西藏可以说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西藏是全国
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海拔
高、雨雪天气多发，交通、发电等条件落后，造成通信施工
难度大和后期维护成本高。西藏的电信普遍服务工作在
全国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施工条件极其艰苦

西藏海拔高，雨雪天气多发，道路
经常出现塌方或阻塞，施工条件极其艰
苦，网络建设周期较长

通往墨脱的道路，被誉为“生死墨脱路”。世人只知蜀
道难，殊不知，进入墨脱之路更艰难。由于正处喜马拉雅断
裂带和墨脱断裂带上，从波密到墨脱140公里的路程地质
活动频繁，地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路
面砂石泥泞、坑坑洼洼。而从墨脱主干道到帮兴乡肯肯村
35公里的路程，则更是蜿蜒盘旋、艰险异常。

记者前往墨脱县帮兴乡肯肯村采访的时候恰逢雨天，
沿途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真是如履薄冰。就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中国电信的施工队伍成都万川公司
正在肯肯村架设新的通信杆路，为肯肯村开通光纤网络。

“这里路不好走，车也进不来，很多材料、设备要靠人来
扛。每年4月份至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林子里
还有很多蚂蟥、蛇等，对施工进度有一定影响。为了保证
工程顺利进行，我们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施
工。”成都万川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李本军介绍说。

在西藏偏远农村通光纤所遇到的困难还远远不只
这些。西藏通信管理局副局长贡布多吉告诉记者，西
藏海拔高且施工难度大，很多施工单位不愿到西藏施
工。同时，雨雪天气多发，经常导致道路塌方或阻塞，
网络建设周期较长。

普拉村，位于那曲市罗玛镇，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
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在普拉村的通信施工现场，记者看
到了与墨脱不同的另一番艰苦景象：因为海拔超过了
4700米，通信施工人员出现了头疼耳鸣的情况，却还要
爬到通信杆上进行设备调试。这里还刮着七八级大风，
施工人员要用绳子拴住自己防止从杆上掉落。

“在西藏，中国移动的电信普遍服务村数量最多、范
围最广，施工条件也极其艰苦。”中国移动西藏公司工程
建设中心经理丹增俊美介绍说，2017年，中国移动西藏
公司累计投入专项资金8.27亿元，新建光缆1.3万公里，
完成全区日喀则、山南、昌都、那曲4个市1786个行政村

的电信普遍服务建设，占全区电信普遍服务建设行政村
57%以上。这些行政村多位于极偏远、极高寒地区，平均
海拔4700米以上，年均气温零下15摄氏度，常年风力6
级以上，个别行政村海拔在5300米以上。

丹增俊美举例说，在施工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那曲
市各村的电信普遍服务建设，羌塘草原的冻土层深达1
米以上，只能先用牛粪烧融冻土、推土机推挖，才能把通
信杆植入进去。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据贡布多吉介绍，目前西藏电
信普遍服务工作第一、二批 3126 个试点行政村中有
3044 个建设任务已完成，82 个试点行政村因易地搬迁
和道路不通等原因停工无法建设；第三批项目涉及行政
村2084个，目前处于施工阶段，预计2018年年底全面完
成建设和验收工作。3 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完成
后，西藏自治区将同全国一道实现98%的行政村通光缆，
100%的行政村通宽带。

“正是因为这么艰难，西藏的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更具
示范意义。”闻库表示，在实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中，
一直着重加快推进贫困村通宽带进程。目前，3批试点
共支持4.3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通光纤，已提前实现我
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90％
以上贫困村”的目标。

人力财力投入远超收益

西藏地区电信服务用户的业务营
收额较少，维护成本巨大，补贴之外，运
营商需采取内部交叉补贴来维持

5月9日，尽管下着大雨，肯肯村村民拉巴次仁家的
门口却被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下午3时40分，电信工
作人员在屋里对带来的通信设备进行一番操作之后，告
诉拉巴次仁“网已经通了”。

记者了解到，同等规格的电信宽带在城市的网络
套餐单月价格为 199 元，而拉巴次仁却只需要花 79
元。同样，在那曲地区，中国移动为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提供了专属资费，每个月最高消费 48 元就可以享
受 50M 的光纤宽带和高清数字电视。据统计，为了
确保当地牧民用得上、用得起宽带，中国移动西藏公
司针对各市实际情况，推出电信普遍服务专项资费，
针对贫困户和收入较低牧民，总体上仅按市场平均
价格的 50%收费。

虽然价格便宜一半，网络速度却不打折扣。以中国移
动西藏公司为例，在电信普遍服务支持建设的日喀则、山
南、昌都、那曲4个地市1786个行政村，网络的平均接入
速率达到50M，高于西藏自治区政府要求的12M标准。

这正是电信普遍服务的意义所在——让任何人在任
何地点都能以承担得起的价格来享受电信服务。然而，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为了推进电信普遍服务，在国家提供部分补偿资金
之外，运营商还需采取内部交叉补贴，来解决投资远超回
报的问题。据西藏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冯文勇介
绍，目前西藏纳入试点工作的行政村达到5210个，计划
总投资约 30 亿元，其中财政部共下达补助资金 8.53 亿
元，中标企业自筹约21.47亿元。

一方面，通信企业很难依靠电信普遍服务用户的业务
收入来支撑成本。贡布多吉坦言，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又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牧区脱贫渠
道相对单一，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加上用户需求少等因素，
导致本项目完成后宽带用户发展难度大，企业营收效益低。

另一方面，“建网难，维护更难。比如肯肯村，我们集
中力量和资源，一两个月能把网络建好，但在这样的自然
条件下，维护网络难度非常大，也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资
金。”中国电信西藏公司副总经理尼玛顿珠说。

在去肯肯村的途中，记者遇到了正在林中检查通信
光缆设备的林芝电信传输局墨脱驻段员工严凤勤。为了
防止蚂蟥、蛇等叮咬，他的裤脚用袜子扎得严严实实。而
这对严凤勤来说还不算什么，他更担心的是发生泥石流
或山洪等影响生命安全的自然灾害。

尼玛顿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肯肯村为例，光缆线
路等建设费再加上设备投资达到近200万元。普通村的
维护费一年就需要10万元，而肯肯村还远远不止。该村
一共只有29户，即使全部开通宽带业务全年也仅有近3
万元收益。由于供电不稳，中国电信只好采取自己发电
来确保网络畅通，因此还承担着不菲的发电成本。

“墨脱有很多地方都是茂密的森林，又经常下雨，我
们想通过太阳能发电也不可行。”贡布多吉介绍说，到
2020年，西藏还有12个县无法接入国家电网，目前已经

完成建设任务的3044个电信普遍服务试点行政村中还
有超过500个行政村没有市电，无法满足该项目的设备
运行需求。

共建共享降低成本
运营商通过与电网、铁路合作，实

现电力塔和通信塔开放共享，同时通信
线路加强与高铁线路同步设计建设

正是因为电信普遍服务的投资远远超过回报，世界
各国都有设立专项资金补贴的做法，我国也不例外。据
了解，我国普遍服务基金的补助规模以工信部和财政部
认定的分区域电信普遍服务投入成本为基数，东部、中
部、西部及自治区各省（区、市）分别按其基数的 15%、
20%、30%、35%进行补贴，按照“中央资金引导、地方协
调支持、企业为主推进”的思路开展。

记者在调研中还了解到，中央资金在补贴的时候已
经考虑到了后期维护成本。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会给
予不同力度的资金支持。

“我们在电信普遍服务的实施过程中也看到，有一些
行政村开始没有多少人提出宽带业务申请，但在网络开
通后，宽带业务申请量越来越多，负责建设的电信运营商
能实现收支平衡甚至盈利。”闻库说。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电信运营商仍感到电信普遍服
务的建设和后续维护资金超过了预期。随着通信技术的
发展，电信运营商正积极通过共建共享来降低电信服务成
本。调研中记者看到，一家电信运营商在搭建通信杆路时
会给别的电信运营商留出通道。同时，在工信部的支持
下，运营商还在和电网、铁路等加强合作，实现电力塔和通
信塔开放共享，通信线路与高铁线路同步设计、建设等。

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下，宽带网络得以迅速走进贫困
地区，有效缩小了数字鸿沟，为“互联网+精准扶贫”提供
了基础条件，打通了信息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墨脱石锅远近闻名，“有了光纤网络，我们可以把石
锅放到网上去卖，还能与外面的人接触，了解外面的世
界。”家里刚刚开通光纤网络的拉巴次仁说。

在普拉村村民边巴扎西家中，他一边高兴地介绍着家
中的信息通信产品，一边将自己新做好的藏服发到朋友
圈。自从家里通了宽带，家中的藏服销量翻了一番。

乡村旅游及特色产业也被逐渐带动起来。以肯肯村
为例，当地已经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向外界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拓展了农牧民增收致富途径。肯肯村党支部书记红卫
东介绍说，农闲时他们会通过网络将当地特产卖给几千公
里以外的客户。中国移动百兆光纤宽带已经接入普拉村，
在为全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生活的同时，有效拓
宽了全村牦牛肉、酸奶等特色农牧产品销路。

“我们鼓励基础电信企业面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
推出优惠网络资费，带动宽带网络在贫困地区的广泛使
用。支持宽带网络接入学校、卫生室、村委会等，配合有
关部门推进教育、医疗、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信息化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此举带动广大贫困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闻库说。

闻库透露，还将继续加快高速宽带进村步伐。推动电
信普遍服务3批试点4.3万个贫困村在今年年底全部完
工，继续深化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重点支持偏远农村4G网
络覆盖，对仍未通宽带的贫困村加强摸底调查并建立台
账，优先纳入支持范围，在完成90%贫困村通宽带基本目
标基础上，力争提升覆盖率至98%以上。

电信普遍服务加速推进
——西藏宽带网络建设调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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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电信给林芝市墨脱县肯肯村村民拉巴次仁家
开通光纤宽带后，全家人拿手机连上 WiFi 信号上网。
他们家还在网上销售墨脱石锅。

西藏电信的施工队伍成都万川公司正在林芝市墨脱县肯肯村架设新的通信杆路，为肯肯村开通光纤网络。雨天路
滑，肯肯村地处高山悬崖，施工环境十分危险。

核 心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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