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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与院士们面
对面，能确定自己的理
想规划，甚至改变人生
的轨迹”

——2021级学生夏雨

2021年 12月 3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双院士”李德仁迎来了 82 岁生日。这

一年他最开心的事儿，不是主持完成的“天空

地遥感数据高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

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而是教

师节当天在本科生讲台上度过……

当天下午，李德仁院士正准备开讲“测

绘学概论”；对他来说，这只是几十年教学

生涯中的普通一课。谁知，台下 200 多名大

一新生一起唱起了《感恩的心》，并向院士

献上一束鲜花，李德仁院士觉得有些不好

意思：“老师给学生上课，不是应该的吗？”

“测绘学概论”这门课，由武汉大学 6 位

院士于 1997 年 9 月联合推出，是面向大一

新生的基础课，20 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被

大家称为“最奢侈基础课”。2021 级的第一

课由李德仁院士开讲，从数字地球，智慧地

球，再到测绘学的应用领域；从汶川地震到

莫高窟保护，从灾区救援到文化传承……

2021 级学生郭子琦说：“李院士将我们的视

野拉到了测绘学应用的最前沿，激发起我

对科学的极大兴趣。”

激发学生对测绘学的兴趣，正是已故

院士宁津生提议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在当

年新入学的本科生里，“很少有人第一志愿

报测绘专业；进来读的，又有些同学强烈要

求转专业。”1996 年，宁津生提议由校内几

位院士一起为大一新生开设一门基础课，

讲清楚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

前景和未来出路，吸引更多本科生爱上这

个当时的“冷门专业”。第二年，“测绘学概

论”正式开课。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刘

经南、张祖勋、龚健雅等 6 位院士先后加入

教学团队。2019 年，宁津生院士的博士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也接棒加入。

院士讲基础课，魅力不一般。张祖勋院

士上课充满趣味：为了讲解现代测绘技术的

发展，他把无人机带进教室；刘经南院士上课

从我国卫星测量发展史讲到人类的定位基

因，又讲到北斗精确测量，学生们听得过瘾；

龚健雅院士每年秋季学期开课前，都要组织

新生座谈交流，回答同学们的种种疑惑。如

今，这门“院士课”堂堂爆满，选课和旁听的学

生范围已扩大到校外。“‘测绘学概论’是一门

独特而珍贵的课程。在这里，有幸与院士们

面对面，能确定自己的理想规划，甚至改变人

生的轨迹。”2021级学生夏雨说。

“测绘学院有这样的传统，我的导师宁

津生院士，85 岁时还在给学生上课。我们

觉得，既要做好研究，也要抓紧教学。”李建

成院士说，无论是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后并入武汉大学）校长，还是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宁津生先生始终站在教学工作

第一线，他曾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然

后才是校长”。

“在世界导航领域，
我们虽起步晚，但已实
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
跑的跨越”

——刘经南院士

在“测绘学概论”的课堂上，院士们常

常提及自己读书时的老师。当年，那些我

国现代测绘学的名家也都亲自为本科生授

课。1955 年，国家将同济大学、天津大学、

南京工学院、青岛工学院、华南工学院 5 所

院校的测量专业集中，汇集大部分测绘专

家和师资，创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后更名

为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
年并入武汉大学。

88 岁的陈俊勇院士就是 1956 年随天津

大学天文大地测量系来到武汉，据他回忆：当

时一边读书，一边还参加学校基建，修操场、

造房子。1960 年，陈俊勇大学毕业，留校任

助教，开启钟情一生的测绘事业。1975 年

1 月，陈俊勇担任珠峰高程计算组组长，带

领珠峰高程计算组夜以继日，精确地完成

了令世人瞩目的珠峰高程计算工作。

“珠峰高程测量的成果让中国引以为

荣，但高程测量中的野外作业人员最苦、最

累、最危险。”陈俊勇回忆：就在这次珠峰高

程测量中，一名测量队副队长在登山途中

坠崖牺牲，一名测量队员在高达 7000 余米

进行重力测量作业时，不幸冻坏双腿而截

肢，“他们都是英雄……”

院 士 们 不 仅 是 测 绘 学 科 历 史 的 书 写

者，更是科研报国的践行者。

1985年，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婉

拒了德国和美国科研院所的邀请，从德国学

成回国。李德仁说：“科学要为祖国服务。”

从提出测绘界的“李德仁方法”，到解决了误

差可区分性这一测量学的百年难题，再到研

制我国“航天—航空—地面”3S 集成的测绘

遥感系列装备，李德仁用一项项创新成果，

引领中国测绘学科稳健前行……

然而，在科研的路上李德仁心里也曾

有一块解不开的疙瘩：在一次救援中，李德

仁意识到定位的重要性。从此，加快国内

卫星组网，实现我国对地观测数据自主，就

成为他心中的头等大事。2017 年九寨沟地

震时，李德仁仅用 4 个小时就完成了灾区遥

感数据分析，给救援队伍的科学部署指明

方向；2020 年初，得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开建，李德仁迅速牵头成立工作组，利用航

天遥感技术，每日更新医院建设的遥感卫

星影像，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

武汉大学测绘学科的每一位院士都有着

打破垄断、填补空白、创造多个第一的举世成

就。刘经南院士是我国卫星导航技术领域的

学科带头人，也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工程应用

领域的开拓者。20世纪 90年代，他带领团队

参与北斗项目科研攻关；2005年，刘经南团队

研制出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卫星导

航数据精密处理软件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 四 大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北 斗/GPS/
GLONASS/GALILEO）联合精密定轨。

“在世界导航领域，我们虽起步晚，但

已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刘

经南院士说。

自中国北斗一号系统从无到有，再到

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如今

北斗三号成功进入太空，追“星”五十余载，

2021 年 1 月，刘经南院士将其获得的 2019
年度湖北省科技突出贡献奖奖金 200 万元

悉数捐出，支持武汉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要以老师为榜样，
扎扎实实为国家做一些
有用的工作”

——张祖勋院士的
学生胡翔云

数十年来，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历经撤

销、复建、更名、合并，但传承的情怀和理想

没有变过。“武大测绘学科多年来蓬勃发展，

靠的就是传承的力量。这种传承是理念、风

范等深层次传统的延续。”2017 年，张祖勋

院士向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捐赠 100 万元，设

立“教书育人奖”，以鼓励传承优良教风。

张祖勋院士早年求学时，学校汇集了

全国测绘界的精英；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成

为他一生进取的动力源泉。张院士至今

都十分感念恩师王之卓。他回忆：“先生

只批评过我一次：当时，他督促我编写一

个程序，我因为不擅长，一直以忙为借口

拖延。几次之后，他严厉批评我：人不怕

慢，就怕停！”

在上世纪 80 年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影像必须存储在胶片上面，但王之卓先生

却提出了摄影的全数字化，颠覆了当时传

统的理念和认识。作为王先生的助手，张

祖勋克服理论空白、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

重 重 困 难 ，积 极 开 展 科 研 ，从 1978 年 到

1992 年，整整 14 年，从零开始走到了数字

化影像测绘的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

相关领域空白，1993 年全数字自动化测图

科技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并受

到国际同行刮目相看。

2007 年 6 月，张祖勋院士 70 岁之际，来

宾和师生向他祝寿时，他首先向自己的导

师王之卓院士的铜像敬献花篮，表达对恩

师的崇敬和怀念。

这种师承的精神深深感染和鼓舞着一

代又一代学子。龚健雅院士 1988 年到丹麦

留学。因科研业绩显著，好几个机构向他

发出留任邀请。那时，龚健雅收到李德仁

的来信：“我正在看欧洲杯足球赛，各国的

球员都是回祖国参加比赛的，你也回国来

‘参赛’吧。”1990 年 10 月，龚健雅选择从丹

麦回国。2010年，张祖勋院士的学生胡翔云

也回国加入张祖勋团队。胡翔云说：“我是

在老师的感召下回国的，要以老师为榜样，

扎扎实实为国家做一些有用的工作……”

武汉大学20多年接续讲授一门基础课的7位院士——

传承科学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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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学概论”，是武汉大学

测绘学院历届本科新生的基础

课。这门课始自 1997 年 9 月，20
多年来，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

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李建成

等 7 位院士先后加入教学团队。

院士们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

出卓越成就，还用渊博知识、开阔

眼界、对测绘专业的深刻见解，激

发 一 代 代 学 子 对 测 绘 学 的 热

爱，献身祖国测绘事业。

我们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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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水西瓜的秧苗都种下去了

吧？可千万不要耽误了！”正是春耕

时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

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杨宁最近正忙着帮

村民平整土地、育苗播种，挨家挨户

督促进度……

2010 年，刚从广西大学毕业的

杨宁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融水苗族自治县

安陲乡江门村。从当初的大学生村

官到如今的江门村发展“第一责任

人”，杨宁把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家

乡，十二载青春年华一路奋斗，带领

家乡人民勤劳致富，创造美好生活。

“但我最终还是
选择回来，坚信一定
能做出成绩”

“回到家乡，是我从小就有的想

法。在我脑海里始终刻着这样一幅

画面：那时我刚刚考上重点初中，要

去县城里上学；我和童年的小伙伴

们一起站在村里最高的山坡上，望

着这个宁静的小村庄约定：将来有

机会一定回到家乡来。”杨宁说。

这样的想法，与杨宁的成长经

历有关。江门村位于大山深处，位

置偏僻、交通落后、土地贫瘠。“从小

父母就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我

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杨宁说，因为

奶奶身体不好，村里人多有帮衬。

“其实，当时南宁也有几家公司

给了工作机会，工资待遇也不错，但

我最终还是选择回来，坚信一定能

做出成绩。”杨宁说。

然而，真正回到村里，现实和杨

宁的想象大不一样。当时村里的办

公条件很简陋，村委会只有一台老

式电脑，还是乡政府淘汰下来的，所有的办公文件都靠手工抄写。

这些没有难倒杨宁。交通不便，让她更贴近群众——每次出

山都顺路搭乘老乡的摩托车；村里电脑不行，就用自己上学时的电

脑；到村里的第一年，杨宁将所有的文件材料都电子化归档，让村

委会实现无纸化办公。宣传防火防盗、帮村民填表格……通过给

村民办的各种小事，村民们逐渐认可了杨宁。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能够贡献一
己之力是我的荣幸”

“过去的江门村很穷。有一次，我到镇上，看见村里的阿婆带

着两个娃到镇上卖山货，三个人点了一碗粉吃，吃完后再用粉汤泡

着自带的冷米饭，分着吃才填饱肚子。”杨宁回忆。后来她了解到，

阿婆一家每月的生活费只有 100 元。

帮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杨宁一直以来的目标。杨宁

开始尝试着带领乡亲们创业改善生活。正当此时，脱贫攻坚战打

响，“如同久旱的大地迎来了甘霖。”杨宁说。产业发展有了希望，

政府出台了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政策，村民只要发展产业就能

领到产业奖补；交通设施有了改善，村里的泥巴路成了水泥路，以

前通摩托车都费劲的村里能进出汽车了；村委会办公条件有了改

善，电脑更新换代，连打印机、复印机都装上了……

恰好这个时候，杨宁的 6 年任期到了。“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能

够贡献一己之力是我的荣幸。我选择留下。”2016 年，杨宁当选村

党支部委员，次年当选村委会主任。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是突破口，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们的口

袋才能鼓起来，对此，杨宁思路清晰。“杉木、土鸡、高山优质稻，都

是立足我们大苗山的实际定下来的扶贫产业，只要大家跟着干，不

仅产品包销售，还能领产业奖补。”

可还是有村民不放心，“种不好、养不好怎么办？”“到时候突然不

回收了怎么办？”……面对各种疑虑，杨宁决定自己带头。“我和村里

的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发展特色扶贫产业，并向村民承诺，如果出了

问题，损失我们来兜底。”杨宁说。村民被打动了，选择跟她一起干。

产业发展有成效。江门村昼夜温差大，种出的西瓜品质格外

好，泉水西瓜成了江门村的招牌。杨宁组织村里留守妇女成立“苗

阿嫂种养专业合作社”种西瓜，每亩地的收益从不足 1000 元提高

到近 4000 元，带动十几户贫困户脱贫；她还带领江门村 60 多户农

户种植香糯，通过“稻+鸭+鱼”共生的模式，每亩增收 1500 多元

……2020 年，江门村实现 94 户 326 人全部脱贫，杨宁也当选了江

门村党总支书记。

“我无悔当初回乡的选择，农村广
阔天地真的大有可为”

机器轰鸣，人影晃动，晚上 11 点多，江门村腊味加工厂二期工

程仍在紧张开工……“村里的腊味加工厂一期已投入使用，二期预

计也很快建成。村里还规划了乡村振兴农产品深加工示范园区，

已完成了选址。”杨宁说。

“脱贫只是起点，乡村振兴是新的战场；我们要加快推进，让乡

亲们过上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我要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继续贡

献青春力量！”杨宁说。

“随着村里农产品加工能力的提升，电商服务中心也会进一步

升级发展，这个平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杨宁说，2016 年起，她

联手融水县的 6 个大学生村官成立电商服务中心，至今已帮助村

民销售特色农产品 900 多万元。

从穷乡僻壤的深山苗寨，到如今瓜果飘香的世外桃源……看

着家乡的变化，杨宁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无悔当初回乡

的选择，农村广阔天地真的大有可为。”杨宁说，希望能有更多的年

轻人到农村来，有人才才有未来。

“我家是江门村脱贫户之一，杨书记的辛苦付出我们都看在

眼里。正是受到杨书记的影响，当大学毕业时，江门村村民合作

社聘请我回村，我毫不犹豫同意了。”2021 年回到江门村工作的

梁樱林说，“我们坚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江门村的明天一定会

更美好。”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优秀党

务工作者”……工作突出的杨宁，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这些荣誉既

是鼓励更是鞭策，让我深感自身背负的职责使命，我要更加脚踏实

地，开启全新征程。”杨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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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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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国网

重庆长寿供电公司

员 工 在 220 千 伏 垫

马南线、北线跨越郑

渝 高 铁 段 更 换 导

线。本次改造需新

立 铁 塔 ，架 设 线 路

1.2公里……改造完

成 后 ，将 进 一 步 增

强跨越铁路电力线

路 的 稳 固 性 ，有 效

保障铁路安全运行。

黄 培摄

（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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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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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下课后，同学们找张祖勋院士（中）

签名。

左图：同学们珍藏的带有院士签名的课本。

下图：2013 年，张祖勋、李德仁、宁津生、陈

俊勇（从左至右）4 位院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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