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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郜春海（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王燚辉/摄）

本报记者 赵学毅 李乔宇

一个成功的企业背后一定有着
一种强大的信念。对于交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科技”）
来说，突破“卡脖子”技术甚至站上世
界之巅无疑是一种骄傲。而公司这
种信念的形成肯定与中国共产党百
年历史中形成的探索、建设与改革精
神在交控科技中的传承密不可分。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这
个特殊的时点上，交控科技党支部书
记、董事长郜春海感慨万千。在这百
年历程中，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
统的关键技术曾一度受制于国外垄
断，用郜春海的话来说就是“花大价
钱受洋罪”“毫无话语权”。从“交通
大国”到“交通强国”没有捷径可循，
这种质的飞跃，唯有依靠坚不可摧的
信念和接连不断的创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郜春海
为代表的交控科技广大共产党员挺
身而出，不问艰辛，用30年时间追平
国外发达国家60年的发展水平，成功
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
通信号系统。

近日，在交控科技董事长办公
室，郜春海向《证券日报》记者描绘了
一幅幅有志青年奋勇投身新时代、接
力建功中国梦的壮美画卷。

勇担使命 无畏“牺牲”

“交控科技成立的初心就是一定
要解决‘卡脖子’问题。”郜春海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
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实践中，城市

轨道交通信号系统CBTC的核心技术
一直被西门子、阿尔斯通、泰雷兹等国
外厂商所控制。21世纪初期，我国要
斥资数亿元才能引进CBTC信号系统。

1993年，23岁的郜春海从北方交
通大学（现为“北京交通大学”）毕业
并留校任教。任教期间，郜春海见证
了我国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和CBTC
系统进口需求量的快速攀升，也意识
到了国际CBTC系统高昂的引入及维
护成本。

谈及当时的情形，郜春海仍然有
些愤慨：“那时我们技术逐步成熟，国
内工程的成本越来越低，但是引进设
备的成本却高得越来越离奇。后续
运营维护购买配件的价格甚至会达
到原本价格的10倍到20倍，我们作为
甲方，却毫无议价权和话语权。”

在郜春海看来，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系统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的“神经和
大脑”，我国要从交通大国变成交通
强国，这些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
手里。

2008年，机会出现在郜春海面
前。那一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自主
化CBTC工程样机的研制工作。次
年，交控科技正式成立，郜春海带领
交控科技承接了国内第一条自主知
识产权CBTC系统示范工程——北京
亦庄线。

时至今日，交控科技已先后突破
了第三代（CBTC系统）、第四代（FAO
无人驾驶系统）城轨信号系统的技术
垄断，研发的第五代城轨信号系统
（VBTC系统）已经达到国际水平。我
国城轨交通信号系统的成本，已经从
当年的1300万元/公里下降至目前的
800万元/公里左右。

创业绝非易事。在创建交控科
技后，郜春海曾一度面临着连续两年
没有订单，却要支付员工薪酬的压
力，甚至也受到了来自身边人士的质
疑。“但因为有党员的优良基因，有实
现自主可控的初心，有掌握核心技术
的使命担当，我们最后还是坚定地走
下去了。”郜春海说。

“总是有人需要‘牺牲’的。为了
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付出更多，要

‘牺牲’一两代人才能赶上去。”郜春海
向记者坦言，十几年里，他与家人聚少
离多。“因为差距确实很大，竞争确实
很激烈，如果人家工作8个小时，我们
也工作8个小时，那么差距只会越来越
大。我告诉孩子，爸爸每天工作16个
小时，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人能够与国
际竞争对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交控科技，还有很多这样充满

激情的老党员。据交控科技党支部老
党员、高级副总裁王伟介绍，交控科技
中高层管理团队的党员占比超过六
成。“我们这些老党员在一起聊天的时
候，时常会回忆起当年入党时的情景，
重温入党誓言总是会热血沸腾。”

“我们的日常工作很平凡。”王伟
说，“难得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无
论是在哪个工作岗位，无论是在哪个
时刻，都会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无论何时都会冲锋在前，我觉得这是
非常值得大家尊重和敬佩的。”

流光岁月 不问艰辛

不畏“牺牲”的背后，是信念的传
承与艰辛的付出。

郜春海向《证券日报》记者讲述了
这样一则动人故事：2021年1月份，北
京连续迎来寒潮天气。1月6日晚高峰
和1月7日早高峰，北京地铁昌平线、亦
庄线先后发生3起信号故障，导致临时
停车、晚点，不少上班族因此堵在了地
铁里。为了尽快恢复北京城轨交通
的正常运转，北京城轨交通产业上下
游积极启动应对方案。为了在不影
响城轨交通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更换
设备，1月7日夜间，10支抢修小队连
夜行动，交控科技亦参与其中。

“当时，抢修小队面临的不只是
寒冷的天气，还有疫情期间很多设备
运不进北京的情况。设备运不进来，
就要靠人力来搬。交控科技的员工
们跟着运营公司一起摸黑踏上高速

公路，靠手拎肩扛把设备扛出高速公
路。”郜春海眼眶潮湿却又目光坚定，

“在他们的努力下，1月8日首班车起，
北京城轨交通恢复正常运营。”

“冲在前面的，90%以上都是党
员。这样的故事在交控科技内部屡
见不鲜，尤其是在技术攻关的时候。”
年轻党员奚佳毅对《证券日报》记者
说，“就在上个月，郜书记带着我们几
个二十多岁的小伙伴，连续三天不眠
不休投入攻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
情况下，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发挥得
淋漓尽致。”

谈及新生力量，郜春海感慨万
千：“这些年轻人的集体主义意识以
及攻坚克难的精神是非常强的。他
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具有认同感，
如果做这件事确实有意义，能够为社
会、为国家、为民族带来积极影响，他
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没有被浪
费。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培养更
多的年轻人。”

据介绍，目前交控科技员工的平
均年龄是29岁。在郜春海看来，一个
行业中从业人士的平均年龄决定了
行业的活跃程度。他告诉记者，轨道
交通在很多人印象里可能都算不上
高科技产业，有些人甚至会觉得干铁
路的都是“傻大黑粗”，“所以这些年
我一直致力于把这个行业发展成年
轻人愿意来的地方，给年轻人更多机
会，希望他们比我更优秀。让他们在
行业的攻坚克难中发挥更大作用，也
积极引导他们学习党史，引导优秀员

工入党。”

党建引领 愿景变“实景”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交控
科技也踏上了新的起点。正如郜春
海所言，交控科技将在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升级凝练企业党建文化，努力
把“成为世界级技术领袖，创造出行
美好生活”的愿景变为实景。

如今，我国城轨交通信号的部分
技术已经能够与国际市场的领先技
术并肩，但郜春海仍未满足。在他看
来，我国从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
想要走出去，就要朝着超越强国的方
向发展，就要在某一个领域领先其他
国家一代到两代。

郜春海坦言，当下的城轨交通信
号系统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交控
科技在2020年年报中提出，采用现行
轨道交通控制系统技术手段只能通
过打补丁的方式改善痛点，效果有
限，当前亟须一套全新构架的系统技
术解决当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发
展难题。对于交控科技而言，当下或
许就是进一步发挥优势实现技术领
先的关键时点。

郜春海告诉记者，我国城轨信号
系统之所以能够在30年时间里实现
从“0”到“1”的突破，一方面来自强大
的信念以及拼搏的精神，另一方面则
是我们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以及
我国轨道交通市场仍处于可享受发
展红利的阶段。

“未来10年到15年，轨道交通还
将保持快速发展，这将成为我们进行
技术迭代及创新应用的最好机会。”
郜春海告诉记者，交控科技将利用目
前新基建的政策优势，进一步提升我
国城轨信号系统的技术水平。

“我现在干到第六代（信号系
统），还要干第七代、第八代，在未来
10年里，我最起码要实现三代的突
破。”郜春海对此信心十足。

“我们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一
代人，真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
下，没挨过饿，赶上了上大学，又赶上
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快速发
展。”郜春海感慨道，“建党百年，我在
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
在引导年轻人去了解这一百年的奋
斗历程。正是因为国家繁荣富强，正
是因为一直有优秀的党员与我们同
行，企业才能够健康地走到今天。”

一缕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这位企
业家的脸上。郜春海站起身走近窗
边，凝视着远方深情地说：“即使没有
交控科技，我国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城
轨交通信号系统。但如果没有中国
共产党，我国一定还处于被动挨打的
局面。”

不忘初心连破“卡脖子”难题 交控科技砥砺奋进愿景变“实景”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如果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坐5年
“冷板凳”甚至更久，你是否愿意？佳
都科技中央研究院技术开发总监、佳
都党委第四支部书记丁保剑给出的
答案是肯定的。

“人工智能有一个技术领域叫计
算机视觉，要对视频图像进行内容分
析。目前这一技术已在公共安全监
控、自动驾驶、工业智能制造等领域
广泛应用。但在2009年，却是另一番
光景，应用前景不明、技术困难重
重。佳都科技进军这一领域时，我就
是参与者、见证者、亲历者，基础研究
要坐得住‘冷板凳’，这个过程中很多
党员都起了带头作用。”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丁保剑回忆说。
耐得住“冷板凳”寂寞的背后，是

佳都科技以党建工作引领企业发展，
最终实现了技术带动业务的飞跃。

佳都科技于1992年在广州成立，
1998年成立了党支部，也是在这一
年，丁保剑加入了佳都科技。“科技企
业非常看重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而
党员群体的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
虽然是民营企业，但佳都科技对于党
建工作一直很重视，比如，会在党员
的工位上张贴标识，设置党员先锋
岗，这不仅让党员亮明身份，增强模
范带头的责任感，也可以让团队起到

‘见贤思齐’的作用，陆续吸引优秀的
研发同事加入党组织。此外，我们还
和上下游企业的党组织结成对子，基

于业务融合各方优势，进行业务研发
和攻坚克难。”丁保剑对《证券日报》
记者说。

在研发团队上，佳都科技组建了
以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李德紘领衔的
中央研究院，成立了3个国家级联合
实验室、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4个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和广州市首批院
士专家工作站，并承担了数十个国家
及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研发团队
在人脸识别国际竞赛中累计揽获11
次冠军；同时是Re-ID（行人再识别）
跨镜追踪技术世界纪录保持者。

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佳都科技在
人工智能领域超前的眼光和长期的
研发积累。丁保剑对《证券日报》记
者介绍，他所在的研发团队，做的更
多的是基础研究，“这和应用不太一
样，应用面向产品时可以更直接的看

到经济效应，而基础架构就要做底层
支撑，价值体现不明显，但这些工作
总要有人去做，做出来之后能实现关
键技术的突破，有很大价值，对专业
和行业的发展都有影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默默无闻
的工作也获得了积极的回报，“2015
年拿到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年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这
是对团队工作的肯定。”丁保剑说。

据记者了解，截至2021年4月份，
集团现有党员134人，全部为本科以
上学历，其中博士党员9人。1998年9
月12日成立党支部，2012年3月30日
成立党总支，2021年4月份升格为党
委，下辖4个支部。

由于业绩突出，佳都科技党组织
在2012年被评为广州市创先争优先
进基层党组织、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先进党组织和廉洁天河建设示
范点；2013年被评为广州市非公党建
示范单位；2015年被评为天河区非公
经济组织“双推双培”示范单位；2016
年被评为天河科技园先进党组织，挂
牌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育科研
基地”；2017年被评为广州市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先进党组织；2019年被评
为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双强”
示范单位、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先进
党组织。

“党委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任
务，立足本企业的‘3×3战略规划’，把
加强党的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和人才
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强大支撑。佳
都科技的党建工作，让更多新入职的
同事很快能找到组织，薪火相传，相
互促进，在组织的平台上提升业务能
力。”丁保剑总结说。

佳都科技丁保剑：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基础研究坐得住“冷板凳”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航天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嘱托，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践
行新时代央企的使命与担当。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
发展，积极助力国家信息化建设，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百年华诞。

航天信息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天晖：

高质量党建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00年的风雨历程，100年的辉煌历史，在每
一个关键时刻，在每一次重要关头，都是您——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开创革命和建
设事业的新局面。党的100岁华诞即将到来之
际，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我们的军队威武
无比，我们的人民勤劳幸福，我们坚定不移地跟
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胜利和辉煌！

海伦钢琴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陈海伦：

开拓创新
再续辉煌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从应运而
生开天辟地，到承前启后改天换地，在百年奋斗
历程中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
考，认真总结。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将全面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党员感悟真理力量，传
承同仁堂深厚文化，将其融入到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中，推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振兴中医药
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同仁堂党委书记、总经理邸淑兵：

百年守初心
创新传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