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电信史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北京电信史话>>

13位ISBN编号：9787801708496

10位ISBN编号：7801708490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殷京生 著

页数：1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北京电信史话>>

前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
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
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和迷惘。
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
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使
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至少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
人民群众参与创造了历史，自然也有权了解历史。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北京编辑部的这套丛书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历史，或者具体
说主要是帮助有一定文字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了解当代北京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是为序。
　　陶西平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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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马厩里的电话局，到数字时代的3G通信；电信保障国事，服务民生；在抗震救灾、重大疫情等
应急通信中战功卓著；电信技术和服务的不断发展推动时代的进步。
 　　本书将从电信初进京城、新中国的北京电信、跨越式发展、现代化的电信服务、应急通信与重要
通信、北京的郊区通信等六个方面与您畅谈当代北京电信的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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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98年，当市长热线每天受理量达300个时，这条热线又增加了“主叫号码显示”、“转移呼叫”
、“三方通话”等程控电话新功能。
　　尽管如此，市长电话难打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北京市市长热线电话自1987年9月开通以来每天受理电话的数量已从建立之初的十余个上升到1999年
的2000多个，受理量增加了数百倍。
北京电信网管中心几次对市长热线随机测算的结果表明，高峰时段每小时群众拨打热线电话总数
在2000-3000次，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电话呼叫量则成倍增长，即使五部市长电话满负荷工作，电话呼
损率仍在98％以上。
可见，传统的一支笔一个本或连选电话加几台计算机当打字机使用的电话交流模式，在通信和计算机
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已严重滞后。
因此，如何应用高新技术手段，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电话联系，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1999年北京市市级领导班子“三讲”中，市委、市政府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提出了拓宽与人民群
众联系的渠道，在原市长电话基础上建立“市政府便民电话中心”的整改措施，市委书记贾庆林对这
项工作非常重视，市长刘淇也多次过问并提出具体要求。
当时的北京电信局立下军令状，只要是政府热线提出的要求，北京电信局将全力提供技术支持。
1999年9月，北京电信局运维部技术中心接到命令，为北京市政府市长电话值班室建设新的市长热线系
统，技术中心立刻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任务小组。
　　为满足市长电话10个坐席的建设规模，北京电信任务小组确定采用基于语音卡的CTI技术，将通
信与计算机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于中继线的信令方式，选用接续速度快，能够支撑多种附加业务如提供主叫号码显示功能的：ISDN
30B+D接口。
为解决市政府院内从交换机房到信访楼的传输问题，采用了HDSL技术，用普通电话线将2M中继线传
到CTI排队机。
　　为确保新建系统顺利启用，北京电信与原办公系统开发商中软公司一起，就两个系统协同工作的
方案进行多次讨论，以使系统的独立性和系统改动最小，确定两个系统采用各自的服务器，在数据库
中建立相互索引数据项的方案，从而保证了在后期处理电话过程中仍可方便地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整体方案确定之后，北京电信选定了与北京邮电大学CTI中心（天瑞高维公司）合作，按照市长
电话的功能要求，制订详细的工程方案，确定将原来的单机双中继改为双机双中继，即在一台机器或
中继出现故障时，系统仍能正常工作而不会出现阻断，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该系统主体部分软件由北邮CTI中心按上述要求进行开发，对于其中的30B+D的呼叫处理部分，由北
京电信技术中心提供开发环境，双方协作完成。
　　北京电信任务小组通过当时的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市场部、北京市电话局经营部和小交换机处迅速
办理了中继线租用审批手续，同时请网调处在全网协调生成数据“12345”，并在五区局传输交换人员
的大力帮助下调通线路。
2000年4月，任务小组和北邮CTI中心到现场对系统进行安装和调试。
试运行期间，由技术中心在其实验网交换机上，用自行开发的大呼叫量发生器对市长热线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呼叫测试，并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改正。
2000年6月1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12345”便民电话中心正式开通。
　　系统投入运行后，每天忙时呼叫量总数超过三万次。
由于本系统的两条中继线顺利进行了传输割接，双机双中继方案得以实施，所以，受理中没有出现死
机和断话现象，保证了系统运转正常。
网管中心再次对“12345”的呼叫进行数据观测，接通率大大提高，呼损率低于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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