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张嘉， 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中国联通北京市门头沟区分公司党委

书记、 总经理。 曾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被北京市总工会授予 “奥运立功标
兵” 称号， 作为北京冬奥宣讲团成员之一， 随集体获得 “2021北京榜样”
年度特别奖。 2022年， 获评 “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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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文文 于于佳佳//摄摄

走走近近 匠大国工
在北京门头沟通信行业，有一个人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同行眼中的领军人物，也是北京冬奥会5G网络搭建者。他

和团队成员冒风雪、抗低温，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实现了冬奥场馆5G信号全覆盖；他和同事们打造的北京、延庆以及张家口三个
冬奥赛区“一张网、一个标准、一套指挥体系”的高速、低延时、稳定的网络系统，让冬奥会场馆实现智慧运营；他和同事们冲在抢
险救灾恢复通信的最前沿，第一时间探路保通、保障通信安全。他就是中国联通北京市门头沟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嘉。
2022年，张嘉被评为“大国工匠”……

张张嘉嘉：：匠匠心心铸铸55GG，，
让让世世界界看看到到中中国国通通信信人人的的实实力力

对话张嘉———

经历困惑默默付出
测试赛全面使用中国5G

2022年， 中国联通荣获党中央、 国
务院授予的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突
出贡献集体 ”。 这沉甸甸的奖牌背后 ，
记录着张嘉和同事们默默付出的那些日
子 ， 更记录着中国通信业从2G “跟随
追赶 ” 到5G “无人区领跑 ” 的难忘历
程。

“每当从这个金灿灿的奖牌前走
过， 我就会不由地想起那段经历。 说实
话， 这个领跑哪有那么容易呀。 我们的
5G建设没有可追随的对象 ， 更没有可
模仿的对象。 几代通信人不知道付出了
多少 、 努力了多少 ， 才实现了这个梦
想。” 面对记者采访， 张嘉依然感慨万
千。

时光倒流， 回到6年前。 那是2018
年9月，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组委
会邀请中国联通去搭建“5G+8K”展示。
接到这个任务后，起初，张嘉信心满满。
“虽然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正式发5G牌
照， 但我们觉得这件事并不难， 就是个
手到擒来的活儿。 可当我们来到现场后
发现， 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实验室里操作正常的8K画面，
到这里就是传不过来。” 张嘉回忆， 来
自国内外的工程师顾不上吃喝， 一起忙
活到夜里12点， 但画面还是无法实时回
传，当时5G网是通的，可通过编解码设
备却无法把8K摄像机采集到的画面传
回现场。 “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勉强进
行了演示。 但效果并不理想。”

“能演示就不错了， 这已经是成功
了。” 外国专家的话让张嘉的内心五味
杂陈， 难受和自责一时间涌上了心头。
“不！ 中国的5G绝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展
示！ 仅能演示也绝不能叫成功！” 张嘉
的内心呐喊着 。 从这以后 ， “联通5G
赋能智慧冬奥” 这10个字深深地刻在了
他的心里。

为了完成这10个字的承诺， 张嘉和
同事们豁出去了， 他们全力学习奥运规
则， 聚焦提升5G的自主交付能力 。 钻
研上万页的技术文档、 修订上千次的指
标参数、 经历上百次的技术演练和数十
次的方案迭代……终于， 在冬奥测试赛
上成功地全面使用了中国5G。

克服困难奋战小海陀
实现5G信号全覆盖

海陀山位于延庆区西北部。 它有三
个较大山峰， 居北的主峰大海陀海拔有
2241米。 小海陀在大海陀南侧， 海拔有
2198米。 2022年北京冬奥会，小海陀山成
为了高山滑雪场地。 而提到“小海陀山”
这个名字，张嘉不仅熟悉也充满了感慨。

“我和团队成员在这里奋战了多少
个日日夜夜啊， 为的就是完成在这里覆
盖5G信号这个重要任务。 ”张嘉回忆，在
被选定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场
地前，小海陀山的条件很差。 “这座荒山
不仅没有路，而且也没有手机信号。 ”

要完成覆盖5G信号的任务 ， 仪器
设备是必不可少的组成。 要将这些设备
运上山， 就很难。 “那时， 小海陀山根
本没有路。 大型的设备要运上山只有一
招， 就是靠骡子和马往山上拉。” 张嘉
介绍 ， “骡子和马也有累的时候 。 这
时， 我们的师傅们只能一趟一趟地自己
背着设备往山上走。”

“小海陀山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二
十多摄氏度。” 海拔2000多米的小海陀
山， 带给张嘉和团队成员的难题还有严
重的低温 。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吓倒他
们， 他们将线缆缠在肩上、 将设备绑在
背上， 艰难地在山上攀爬、 踏勘， 为的
只是找寻最好的位置建基站。

“这个基站必须要做到信号全覆
盖，很重要。 ”张嘉解释道，“冬奥会期间，
这里将举办高山滑雪这个项目。 完成这
项运动时，运动员从山顶下冲，最快速度
能达140公里/小时。 虽然这项运动很美，
极具观赏性，但也有不小的危险性。一旦
发生事故， 需要医疗力量在4分钟内抵
达，用最快的速度对伤员进行评估、急救
和转运等。 通俗点说，人摔在哪儿，哪儿
就要有信号。 ”这时，通信保障就起了很
重要的作用。如果信号没做到全覆盖，可
能就没办法实现对伤员的及时救治。

张嘉和团队成员不断修改基站建设
方案 ， 以保证现场通信信号的传输效
果。 他们在极寒的温度下， 通过徒手熔
接光缆 、 在极低温环境下做实验等工
作， 特别设计了大带宽、 低时延、 高可
靠的5G网络， 保证了设计需求的实现。

两年间， 张嘉和团队成员一起冒风

雪、 抗低温。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
实现了5G信号全覆盖。

经历北京夏奥冬奥
见证中国通信高速发展

全程参与北京2008奥运会的申办工
作； 负责北京2022冬奥会的通信服务运
行、 保障及智慧冬奥落地等工作。 “正
是因为通信这个工作， 让我有幸经历了
北京申奥、 举办夏奥、 筹办冬奥、 保障
冬奥的全过程。” 张嘉自豪地说。

提到 “通信”， 不少人会联想到打
电话或者是上网。 张嘉介绍， 其实通信
这项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人们的通常理
解。 “实际上我们承担的通信服务要比打
电话、上网这些范围广很多。 ”指挥调度、
5G应用、智慧服务……除去打电话和上
网， 张嘉和他的团队成员为冬奥组委提
供的服务统计起来大概有19个类别。 “信
息的传送、成绩的传送，还有转播画面的
传送， 这些都要靠联通这张网络进行连
接。 可以说， 没有网络服务奥运会， 所
有的转播画面就不会出现在电视机前，
所有的比赛成绩也不能实时传送。”

“我是一名 ‘双奥人’， 两次不同
的奥运经历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
张嘉坦言 ， 正是这两次奥运参与的经
历， 让他见证了中国从2008年的 “会办
奥” 到2022年的“智慧办奥”。 “从‘会办
奥’到‘智慧办奥’，不仅仅是几个字的变
化，更反映出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折射
出的是中国通信科技工作者的担当。 ”

在张嘉看来， 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
的舞台，也是科技实力的展现。 2022年2
月4日，北京冬奥会如期开幕。 “当全世界
的观众从电视机前看到‘立春’二字在鸟
巢上空完美绽放时， 我们在保障现场百
感交集、心潮澎湃。 在这一刻，5G转播技
术真正实现了世界奥运史上 ‘零的突
破’，我们成功了！ ”张嘉自豪地说。

北京冬奥会上， 每当国旗升起时，
张嘉和团队成员的内心都无比激动 。
“虽然我们不能像运动员那样走上赛场、
站上领奖台 ， 但通过我们的努力 ， 让
5G网络高速稳定地运行 ， 让世界各地
的观众通过屏幕清晰感受赛场的精彩，
这一刻我们心中的奥运梦想也实现了。”

奥运不仅影响了张嘉， 也深深影响
着张嘉的家人。 “我的爸爸是联通的，

他们建了最棒的5G网络 ， 让全世界可
以看到最美的北京冬奥会， 真了不起。”
这些文字出自张嘉儿子的作文， 字里行
间中透露着他对父亲的崇敬 。 如今 ，
5G早已走进千家万户、 赋能千行百业。
“我的儿子在为我感到骄傲， 我也为我
们的团队感到骄傲， 我们的团队更为我
们生活在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我可以
骄傲地告诉大家 ： 中国的5G正在用自
信的脚步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抢险救灾勇担当
站在恢复通信最前沿

在张嘉的办公室中， 挂着一幅由门
头沟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局赠来的锦
旗， 上面写着 “抗洪救灾冲在前 保障
通信勇担当。” 这幅赠给中国联通北京
市门头沟分公司的锦旗背后， 是张嘉和
同事们面对洪灾时勇于担当的精神， 也
记录着大家默默付出的汗水。

不久前，门头沟区举办了“门头沟榜
样·抗洪先锋” 选树命名大会， 对57个
（名）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进行命名。 中国联通北京市门头
沟分公司被选树命名为“集体特别奖”。

张嘉介绍， 中国联通北京市门头沟
分公司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调度部署
下， 为落实 “五通一保” 的部署， 始终
站在抢险救灾恢复通信的最前沿。 “那
段时间， 我们和时间赛跑， 1天就抢通
了妙峰山镇的通信恢复 ， 4天实现了
‘镇街通’， 8天实现了 ‘村村通’， 8天
时间共投入保障队伍39支 、 人员上千
次， 车辆35辆， 第一时间跟随部队探路
保通、 保障人民安全。”

“我们仅用7天时间就完成铺设临
时缆200余皮长公里， 实现了受灾较重
的六镇一街通信信号基本恢复。 在恢复
通信同时， 主动共享资源， 开放王平、
斋堂局所接收200人次住宿、 为属地单
位提供储存柴油， 为各界抢险人员、 受
灾群众提供免费充电、 免费通话、 紧急
开机等便民服务。” 张嘉说。

在通信抢通后， 中国联通北京市门
头沟分公司党委把提升门头沟安全韧性
水平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修复断缆
近2000公里， 利用周末时间， 走进1884
户百姓家提升通信服务质量， 为民解难
题、 办实事。

问：听说您大学学习的是朝鲜语？这
和“通信”似乎不太有交集？

答：我大学并不是学习“通信”专业
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读于北京外国
语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朝鲜语。在很多人
看来，“语言”和“通信”是两个风马牛不
相及的专业。但对于我来说，这个观点并
不成立。你瞧，我这个外语专业的门外汉
不也能很好的从事通信行业。 我认为，
“语言”和“通信”这两个专业并不冲突，
他们内在甚至有一定的相似和联系。相
同之处，就是都需要付出努力，也需要平
时不断积累。毕业那年，北京市电信管理
局（BTA）面向应届毕业生进行外事相关
岗位的招聘，我应聘入职。进入北京市电
信管理局工作后，我全力做好翻译工作。
业余时间，我不断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

还结识了不少通信领域内的专家。 冥冥
中，让我和“通信”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
的联系。

问：您怎么理解这个通信行业？从业
这么多年， 您怎么看我国通信行业的变
化和发展？

答：我是这么理解通信这个行业的，
通信就是互通消息， 可以用语言、 用文
字， 当然还有技术帮助人和人进行沟通
和交流。 中国通信业在不断地变化和发
展，这种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我们从2G“跟随追赶”发展到5G“无人区
领跑”。 如今，我国通信行业发展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能把中国5G运用
于冬奥，让世界看见，这就是中国通信发
展强大的最有力证明。

问： 在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期间，您和团队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
答： 在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期间，一场场精彩赛事，让全球观众享受
到了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 覆盖在冬奥
场馆稳定的5G网络，为赛场人员和亿万
观众带来了高速稳定的通信体验。当时，
我和通信保障工程师队伍分布在冬奥场
馆的每个角落， 承担着通信服务运行保
障以及智慧冬奥的落地工作。

问：您怎么理解工匠精神？
答： 大国工匠， 匠心报国。 我觉得

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种态度、 一种奉献，
更是一种追求和一种品质。 在我看来做
工作、 当工匠， 就要在 “思想提纯” 上
下功夫， 胸怀大局， 心系祖国， 要时时
不忘为国争光 。 我和团队一起克服困
难， 将2198米的小海陀山从 “无人山”

变成了 “智慧山”， 我们还一起将时速
350公里的京张高铁打造成了 “超高清
演播室”， 用5G技术为中国第一代滑雪
医生保驾护航。 做工作、 当工匠， 要在
“勤能补拙” 上下功夫， 迎难而上， 苦
干实干。 在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筹办时， 我和团队成员打造了20项奥运
史上的首次和创新， 让全世界看到了一
个追求卓越、 强大自信的中国。 再有，
做工作、 当工匠， 就要在 “勇敢无畏”
上下功夫， 不畏艰险、 勇当逆行者。 所
谓勇敢 ， 就是有决断力和行动力 。 去
年， 面对洪灾， 我和团队成员第一时间
到达灾区开展通信恢复工作， 经过数日
努力， 门头沟区9镇4街的政务外网、 内
网及应急视频服务网络全面恢复开通。
我觉得这都是工匠精神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