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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武汉大学的张祖勋，一名在湖北教育战线工
作了64年的遥感科技工作者。”7月26日，湖北省科技
大会在汉召开，张祖勋院士获得湖北科学技术突出贡
献奖。他说，这份荣誉不仅属于他，也属于包括王之卓
先生在内的老师们，属于长期以来与他共同奋斗的同
事和学生们。

20世纪70年代，中国测绘事业艰难起步，技术水
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甚远。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测绘
高材生，1976年，张祖勋被派往瑞士最先进的航测仪器
厂学习。

“你们中国人连我们仪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也造不
出！”瑞士技术员的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张祖勋看到
了中外差距，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中国的测绘遥感技术在
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978年，张祖勋的老师王之卓院士提出了一个极具
前瞻性的观点：中国摄影测量要走全数字化自动测图之
路。不过，当时国内外测绘界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天方夜谭。

“肩扛手提仪器搞测量，就像小米加步枪。”张祖勋回
忆，课题组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影像数字化器、计
算机。说是先进，但计算机内存仅64K，而一张图片的大
小是125MB，配置简直不在一个量级；也没有图像显示
器，搞图像处理只能用“笨办法”打印出来，效率极其低下。

“人不怕慢，就怕站。坚持很重要，认准一个目标就
要坚持下来。”在王之卓院士的鼓励下，从零开始的张祖
勋抱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带领团队迎难而上，不断攻坚
克难。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历经14年探索，团队推出
了中国首个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设备，用计算机代替传统
的测量仪器，用计算机影像自动匹配代替人眼观测，实现
测图自动化。全数字化自动测图是摄影测量从理论到实
践的彻底革命，整个测绘界为之震动。

1993年，该项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国际
上被誉为“羽翼丰满、具有很多创新点、参与全球竞争的
产品”。如今，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VirtuoZo远销英
美等发达国家。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张祖勋教育学生做
“有用”的科研，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正是从理论到实
践的典范，它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
建设，三峡工程等重大工程以及文物三维重建与修护等
领域，产生经济效益逾亿元，用于无人机测绘更创利20
多亿元。

为了鼓励年轻教师践行师者之道，2017年，张祖
勋向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捐赠100万元，倡议
设立“教书育人奖”，鼓励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深受
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2021年，张祖勋获得“杰出教
学奖”，他再次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院，用于充
实“教书育人奖”。

此次获得湖北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张祖勋决定
将 200 万元奖金全部投放到他设立的“教书育人
奖”。“希望能够激励更多优秀的教师，培养更多的遥
感创新人才，为建设‘世界测绘教育之都’贡献更多
力量！”

以科技硬支撑
推动大发展

□ 湖北日报评论员

湖北省科技创新大会隆重举行。加快建设科技强
省，再增部署、再鼓干劲、再添动力。

科技红毯上的人物和故事，是以“湖北所能”服务
“国家所需”，向创新要动力的生动注脚。聚焦科技先
锋，聚焦科创成果，就是为了激发更大更多的湖北创
新力、创造力，就是为了以更强的科技硬支撑推动湖
北大发展。

科技创新是把握百年变局、抢抓百年机遇的重要制
高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要素。湖北高校科研院所林立，科技人才辈出，
这些是湖北最宝贵的“压箱家底”，也是湖北高质量发展
的最大潜力所在。我们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湖北实践、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
实支撑。

以“用”为导向。湖北是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区之一，
要将市场需求和产业应用作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让更多的科研成果从书架到货架，从实验室到生产
线，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深层而广泛地
解决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难题。

以用户为主体。企业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科
技创新服务的客体。近年来，湖北探索“企业出题、政
府立题、联合答题、市场判题”的协同机制，引导和支持
高校院所围绕湖北产业科技重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取得一定成效。要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不断健全“以需定研、供需对接、用户主体、风
险共担”的创新组织模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
智力支持。

以供应链平台为载体。随着我省科技创新供应链
平台建设稳步向前，企业“下单”，高校、科研机构“接
单”，供需双方匹配的精准度得到提升。要加快平台扩
面，实现创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以开放的姿态面向
全国、链接全球，写好跨区域、跨国界科技创新合作与
交流的湖北故事。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支撑。科技创新靠人
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
撑。湖北作为科教大省，要在三者一体化改革上担重责、
展作为，将三者的发展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协
同推进，不断夯实湖北从科技大省迈向科技强省的基础
支撑。

“我现在年纪大了，能力有限，希望一直做好事、善
事，保持‘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7月26日，
湖北省科技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电能源专家张
勇传站在红毯上，操着浓重的河南乡音说：“此生既结
缘于水，就甘做其中一滴，无声地润泽土地，望其能滋
养桃李。”

张勇传1935年出生于河南南阳白河边的一个小村
庄，经历过两次洪水，一生也因此改变。

1953年高考前，因连降暴雨，白河水突然猛涨，洪水
淹没了通向考场的路。父亲筹钱雇了一条小船，让他改
去邻近的湖北省襄阳市赶考。“第一次一个人离家，路上
刮着风下着雨，浪比人高，我心中害怕极了。”被雨淋的他
感冒发烧，自觉“没有考好”，但幸运地被“华中工学院（今
华中科技大学）动力类”录取。

张勇传经历的第二次洪水是在武汉。1954年，他从
华中工学院桂林校区到了武汉，长江突发特大洪水，全校
的师生们积极参加抗洪抢险，他们没日没夜地挖土、挑
土，现场还有学校专家研究如何精准找到管涌口。

洪水让张勇传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水是平静的，亦是
多变的，它的能量可以大得让人惧怕，一定要运用好科学
技术，将水害变为水利。

从此，他倾注毕生精力与水为伍。
那时候，国内许多水电站靠天吃饭，有水就发电，水

多了就放掉，水少了就限制用电。如何找到科学的调度
方法，充分利用水能，张勇传持续调研，于1963年出版了
他的第一本专著《水电站水库调度》，这也是我国水库调
度领域的第一部著作，当时他年仅28岁。

1979年，位于湖南资水中游安化县境内的柘溪水
电站找到华中工学院，请求解决水电调度问题。柘溪
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
站，1962年开始发电，但十多年里，一直基本“靠天吃
饭”。张勇传接到任务后赶往湖南，立即开展工作，终
于找到最佳方案，让柘溪在一年之内多发电1.3亿度，
柘溪水电站也成为我国第一个成功实现优化调度的大
中型电站。

这次成功，让全国多个省份的水电站闻讯而来，水电
部将张勇传团队的研究成果在全国34座大中型水电站
推广应用。基于大量第一手资料，张勇传对优化调度理
论进行总结，提出并证明了水库优化调度的三个定理，编
制出了我国第一个水库优化调度程序，实现了理论上的
创新、经济效益和可靠性的统一。

1985年，首届国家科技进步奖颁奖。张勇传团队“水
电站水库优化调度理论应用与推广”成果获一等奖。这也
是湖北省首批、华中工学院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张勇传将科研项目的经费和奖金拿出来，在学校建立了中
国第一座水电站经济运行计算机控制实验中心。

而今，团队还在深耕数字流域的模型与预报等研
究。每天早上8点半，这位院士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讨
论事项，予以指导。

今年3月27日，他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联通数字
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水利联合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希望后
辈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为国家做贡献。”

湖北日报讯 （记者文俊、通讯员陈建华）7月 26
日，湖北省科技大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宣读了《湖北
省人民政府关于2023年度湖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
定》，共授予339项（人）科学技术奖励。武汉大学张祖
勋院士和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院士获科学技术突出
贡献奖，增设青年科技创新奖。会上，湖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第二个五年协议
正式启动。

获奖项目中包括：自然科学奖44项，技术发明奖28
项，科学技术进步奖242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奖15
项；为了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大会首次颁发了青年科技
创新奖，8人获奖。

本次授奖项目充分反映近年来湖北建设科技强省、
人才强省、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的成就，体现出四大
特色：

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加速涌现。首次增设的青年
科技创新奖，获奖者均是国家高层次科技人才。三
大奖项第一完成人中，4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员
占比达到45.7%，其中最年轻的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
仅32周岁。

省（市）属高校院所获奖多点开花。授奖项目中，省
（市）属高校院所牵头完成86项，同比增长28.4%，多所
省（市）属高校院所斩获一等奖。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授奖的应用研究类项目
（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
的项目占比达到90.1%，企业牵头获得10项一等奖，均
创历史新高。

服务支撑湖北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经济效益核查结
果显示，所有授奖项目近三年新增利润达到2015.06亿
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有力支撑了我省相关产
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湖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第二个五年协议正式启动，计划自2025年至2029
年，湖北省出资4.5亿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匹配
1.5亿元，共同投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我省授予
339项（人）
科学技术奖励
首设青年科技创新奖

200万元奖金全捐学院

张祖勋：倾心
建设“世界测
绘教育之都”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文俊 实习生 高原

当年高考遇洪水挡路

张勇传：一辈
子研究将水害
变为水利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7月26日早上8点30分，洪山礼堂前，百米红
毯通向会场。我省14位“科技之星”从幕后走向前
台，在两侧“粉丝团”的欢呼声和掌声中，依次走上红
毯，走向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

今年的红毯，迎来阵容强大的“院士天团”，展
示了我省强大的科创实力——

刚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德仁，为我国从
测绘遥感大国向测绘遥感强国转变作出了杰出贡献；
张祖勋将遥感影像全数字测量技术的命脉牢牢掌握
在中国人手中；张勇传率先提出“数字流域”的崭新概
念，为现代水库运行理论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4位去年新晋院士也逐一亮相：倪四道在地球
内部结构与动力学研究中取得系列原创性成果，为
地球物理研究作出卓越贡献；陈学东深耕机械动力
学与控制，为我国装备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金
梅林，围绕重要人兽共患病和动物新发突发疫病防
控开展系统研究，多项成果填补国内外空白；与其
他手捧鲜花的科学家不同的是，张献龙接过其学生
献上的一束棉花，代表了他当一位“种棉花的农民”
的坚守，他培育了高产优质的棉花品种，打破我国

优质棉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作为我省唯一一位双院士，85岁的李德仁现

场接受采访时说，他还要继续工作，继续努力，同时
培养更多的人才，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不断作贡献。

红毯上，杜博、刘剑峰、汪道文、华林、宋景良、程
林、王良友等一批科学家，也在各自领域里克难攻
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科技力量改变世界。

连续5年，这条全省科技含量最高的“星光大
道”，既成为我省展示科技实力的舞台，更是我省崇
尚科技创新、尊重科学家的注脚，影响着更多的人。

“粉丝团”里，武汉大学的赵新博是张祖勋的博
士生。他说：“走上红毯的科学家们，犹如灯塔一样，
照亮青年科研工作者前行的路，也让我们更加认识
到科研工作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看到了社会对科学
家的尊重，我非常自豪，更加坚定了前行的路。”

被科学家精神感染的还有未来潜在的小“科学
家”。身穿“航空服”的小学生宋子轩说：“我是张祖
勋爷爷的粉丝，今天看到他我特别激动，长大了我
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本版图片均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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