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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随着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设立分公
司之际，天津铁塔公司创立。近
三年的时光飞逝，从最初的零起
步，到如今成长为护航城市通
信，助阵“智慧天津”的主力军，
特别是近期在实现地铁信号覆
盖和全运会的通信保障方面，让
这座城市的人们在日常通信方
面有了很大的获得感。天津铁
塔在近一千个日日夜夜中，坚持
同心、同向、同力、同行。回首来
时路，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蒋
勇说，是因为天津铁塔人不忘初
心，才有了现在的成绩；也因为
不忘“铁塔初心”，才会有天津铁
塔未来的发展。

万物互联的时代，创新和

转型是通信行业面临的挑战。

而5G时代的即将到来，对信息

基础设施有了更高的要求，天

津铁塔在业务转型方面，进行

了有效的尝试，这在今年举行

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全运会期间，天津铁塔在

全运村里，建成了宏站+微站的

模式，为这一模式在未来的推

广做了很好的尝试。

最新下发的《天津市加快

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0 年，天津市的

目标是进入现代通信全国“第

一方阵”，建成高速、移动、安

全、泛在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

施。互联网城市出口带宽达到

20TB，光纤入户覆盖能力超过

1200万户，高速4G网络实现城

乡深度覆盖，建设部署试商用

第五代移动通信(5G)基站规模

达到 2000 个，每平方公里基站

站址数达到2.39个，“i-Tianjin”

公共WiFi在该市重要公共服务

区域向市民提供免费便捷互联

网服务。带着“铁塔初心”，天

津铁塔一直在路上。

后记

转型
走向5G时代

信息基础设施“基石”里的“铁塔初心”
天津铁塔公司创立三年，助阵“智慧天津”

苏莉鹏 通讯员 孙羽裳

从8月中旬起，天津市民发
现，乘坐地铁1号线时，可以接
打电话和上网了，这对于天津
的 地 铁 族 而 言 ，无 疑 是 件 大
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地铁1
号线自2006年开通运营以来就
经常面临上车就“失联”的情
况，给乘客造成极大不便。而
让天津地铁实现信号全覆盖，
就成为了天津铁塔的工作重
点。

近年来，天津地下轨道交通
大规模发展，多条地铁开通并

在建设中，天津铁塔以此为契
机，多轮多方反复协调沟通，寻
求各方支持。市通信管理局、
市交委、轨道集团及三家运营
商、铁塔公司共同召开地铁公
网建设工作协调会，明确天津
铁塔为地铁公网信号的唯一承
建者，一举改写天津地铁信号
覆盖不到位历史，破解了轨道
集团与运营商在地铁覆盖建设
方面多年遗留的问题，开创了
统一建设地铁项目的“一家建
设，三家接入，多方受益”的铁

塔模式，实现运营商、铁塔公
司、轨道集团五方共赢。

天津铁塔在地铁 1 号线通
信网络升级改造工程中，解决
了机房空间不足、原有防静电
地板下线缆不能拆除等问题，
一方面实现新建线路与通信信
号覆盖同步开通。2016 年 9 月
30日，随着天津地铁6号线首开
段（人民医院至水上东路站）公
用通信信号的开通，标志着天
津第一条具备4G网络信号覆盖
的地铁线路投入使用；另一方

面解决原有在营线路通信网络
升级改造。继完成三家运营商
2G 信号覆盖后，天津地铁 1 号
线通信网络升级改造工程进展
顺利，在十三届全运会到来之
际实现4G网络全覆盖。

作为资源共享大平台，铁塔
不仅深化行业共享，还面向社
会开放共享，提高全社会共享
效益。国资委用“共享竞合”来
概括国企改革“铁塔模式”。中
国铁塔建设运营的铁塔、站房
等是后端通信基础设施，不涉

铁塔公司的诞生，夯实了信
息基础设施这块“基石”。中国
铁塔公司董事长刘爱力在讲述
铁塔初心时，曾说，“铁塔公司的

成立是为了减少行业的重复建
设，降低行业的运营成本，助力
行业提质增效均衡发展；是为了
探索国企改革路径，以市场化配
置资源、新常态下的新理念、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
等改革思路来检验改革成效；是
为了公共资源更广泛的社会共
享，以此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运行
效率，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如
果中国铁塔不能坚守初心，不能
坚持为行业为社会带来利益，就
会迷失方向。”

天津铁塔公司成立之初，天
津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
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并不匹配。
天津作为直辖市，通信基础设施
建设与同类中心城市相比存在
一定差距，通信行业发展与人民
群众需求、与天津城市发展和定
位不匹配。天津公司按照总部

“持续推进政府公关，实现政府
关系协调全覆盖；凝心聚力，打
好疑难站址攻坚战”的要求，提
出建设工作三大战役，首先就是
选址攻坚战。天津公司以刘爱

力董事长、佟吉禄总经理拜访天
津市委、市政府为契机，积极推
动各级政府部门对于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的支持工作。3 月 13
日，天津市主管通信、规划的两
位副市长召开推动天津市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专题会，明确了政
府协助选址、开放公共资源、纳
入城乡规划、出台立法保护等一
系列工作计划和任务部署，打开
了铁塔公司依托政府资源进行
选址建设的新局面，2046工程正
式启动。经过一个季度的各方
推动，截至上半年，2046个站址
中已有897个基站进入实质进展
阶段，进展比例达到43.89%。同
时在各责任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通信专项规划、电信设施保护条
例均取得突破性进展，政府下发
的《天津市加快推进通信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各
级政府机关开放公共资源，政府
支持基站选址工作纳入各区考
核等一系列支持铁塔建设的具
体工作。政策上的支持，让天津
铁塔有了飞跃式的发展。

通过2046工程的快速推进，
天津公司与各级政府建立了紧
密沟通的渠道，开启了天津依托
政府支持、公共资源选址的“破
冰之旅”。通过市教委的支持，
天津长期以来高校建站难的问
题得以解决，南开大学、理工大
学、工业大学等十余所10多年来
无法建设基站的校园已全部突
破；通过市交委的支持，多年基
站建设困难的天津机场，同意一
次性在其区域内建设9个基站；
高铁天津南站的信号覆盖方案
也得到了铁路相关单位的认可，
极大地提升了天津公司自有选
址能力和疑难站址解决能力。
此外，持续政府公关，与各级政
府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的紧密合
作关系，积极参与政府i-Tianjin
室外型wifi的建设，借助wifi建
设储备站址资源；与环保局密切
合作，拓展“蓝天卫士”环保项
目，预计全年签约近500个订单，
在新业务拓展上实现了“重点行
业、合作伙伴、业务规模”的三大
突破。

“2046工程”开启“破冰之旅”

以全社会共享实现多方共赢

在天津全运会及地铁通信建设及保障中，天津铁塔的党员、团员干部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及前端业务开发运营，而是将这些通
信设施从电信运营商中剥离，统筹资
源深化共享，三家运营商前端竞争，
后端合作，由单纯的竞争变成了更加
理性的竞合关系。中国铁塔的成立
形成了资源共享格局，杜绝了重复投
资和重复建设，实现了通信行业投资
结构优化与成本降低。

从行业内共享到全社会共享，这
是中国铁塔未来拓展业务的大方
向。共享，也是天津铁塔的亮点。他
们积极与社会多方接触，已与市路灯
处合作获得路灯杆资源，与公安局合
作“一杆多用”获得“天网工程”监控
杆资源，与公交集团、高速集团合作
获取了公交场站、高速场地资源，与
广告协会合作获取了广告点位资源，
降低了选址的时间成本与租金成
本。截至目前，天津公司已签约包括
北讯电信、环保局、海事局等单位，合
计订单732个，实现了“重点行业、合
作伙伴、业务规模”三个突破，“政务
专网类、视讯类综合解决方案服务、
高炮广告塔业务”三个全国首创。其
中，与环保局合作开展的“蓝天卫士”
环保项目——“秸秆焚烧”高架视频
监控系统项目得到客户方的高度认
可，预计全年签约近500个订单。该
项目实行全市统一定价，实现了环保
局、电信运营商、铁塔公司的三方共
赢。

与广告协会合作获取了广告
点位资源，实现社会资源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