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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采访当天，王任享在福州会馆吃到了久违的
地道家乡菜。鱼丸、肉燕、佛跳墙……一碗接着一
碗，这位“90后”胃口大开。席间，他还一直给是北
京人的太太夹菜，介绍起其中几道在外不容易吃
到的家乡菜。

王任享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一听到福州什么
事情，我耳朵都竖起来”。早些年，王任享回福州
的机会少，他就把卫星拍摄到的家乡地图存在电
脑中，不时调出来瞧瞧，以解思乡之苦。

后来，随着交通越发便利，他回乡的次数也多
了。新春座谈会、科普报告会、母校校庆……连着
几年，只要得空，大大小小的家乡活动他都积极参
与。

这当中，母校仍是他最牵挂的。2004年回到
母校长乐师范附小时，王任享把颇有纪念意义的

遨游太空纪念封赠送给母校；2009年，他为在校的
孩子们带去了 5幅嫦娥一号传回的第一批月球影
像，手把手教孩子们怎么看立体的月球影像。最
近一次返乡回校是在 2022年，他又一次向母校赠
书，与乡亲聚首畅聊。

“交通越来越方便，城市越来越美，家乡人民
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每次回到家乡，种种变化
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对于这位从长乐走出的院士，地方乡亲们也
表现出了满满的敬爱。2020年，长乐鹤上镇大架
村对王任享的祖居进行修缮，建成了他的个人事
迹展示馆。由长乐乡贤梳理的79块展板全方位记
录了王任享为祖国和社会奋斗的艰辛历程。揭幕
当天，王任享到现场深情讲述了这些图片背后的
难忘往事，“家乡人民为我建的展示馆让我很受感

动。”
如今，随着年纪渐长，行动不便，王任享回乡

次数少了，北京福州会馆渐渐成了他的乡愁寄
托。这里不仅有地道的家乡菜，还是福州驻京办
办公所在地，偶尔碰上难事，他也会来这里寻求帮
助。前两年过年，收到驻京办送来的年糖年饼，王
任享惊喜地表示：“找回了童年时的味道。”

“我深爱家乡这片充满大爱与温暖的土
地，这里记录了我童年的足迹与梦想，这里浸
透了祖先的汗水。几十年来，尽管我远离家
乡，但依然眷恋这片土地，越是年迈，
就越怀念生我养我的故乡。”
王任享未改的乡音中，
流露出浓浓的
乡情。

本期嘉宾

王任享 福建福州人，1933年生，卫星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70
年代，他投身航天测绘领域，在两代胶片返回式定位卫星工程中作出重要贡献。1995年率先开展我国传输摄
影测量与定位卫星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2010年获得圆满成功。2007年，嫦娥一号影像接收回当夜，他和
团队及时制作出三维几何反演成果，开启了我国深空摄影测量的序幕。

王任享：经天纬地 勇攀高峰
本报记者 朱榕 林瑞琪

好老师影响人的一生。采访中，王任享追忆起影响他至
深的几位恩师，他们在他心中埋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远
大志向，激励着他闯过重重难关，奋勇攀登科学高峰。

他人生的第一位恩师是吴航小学的校长。小学四年级，
寄予厚望的父母将他从乡村小学转入长乐吴航小学（今长乐
师范附小）。前两次的月考，王任享成绩优异，校长喜他颖悟
好学，给他定下“考上省福中（福一中）”的目标，亲自盯着他
学习。连续两年寒暑假，王任享跟着校长勤学苦读，如愿拿
到了省福中的录取通知书。

小学毕业前夕，校长给他写下“学海本无涯，惟勤是岸；
青云岂有路，以志为梯”的古训。这份勉励王任享始终铭记
在心，也培养了他勤奋、诚实、踏实的品质。

当面对一座又一座的科研高峰时，“想不出第二天再想”
的嘱咐总是时时回响在他耳畔。这是来自高中班主任、数学
老师的教诲。

王任享回忆，老师教学方法独特，每次课后只布置两三
道题，但要求学生必须独立思考解答。“不看参考答案、不问
别人，想不出第二天再想”，题越出越难，解出题目的成就感
则越来越强，仿佛长久跋涉后终于登上了顶峰。王任享尝到
了研究的甜头，也培养了自己解题的习惯，“后面看到题，我
一点也不怕，有时手痒，还想老师能多出点题”。

报考大学时，王任享原本的志向是北京航空学院。测绘
专业在当时没什么名气，被解放军测绘学院录取后，有同学
劝他：“你成绩那么好，学测绘有什么前途，不如趁早换专
业。”但他认为国家和军队的建设离不开测绘，国家的需要就
该成为自己的志愿。

这是他一生中无数次服从祖国召唤的开始——在荷兰
国际航天测量与地球学学院，他放弃能拿毕业证的标准航测
课程，选择祖国更需要却只有结业证的摄影测量和遥感特殊
课程；56岁时，他拼命学习以高龄掌握了C语言编程，得以在
更前沿的测绘领域施展拳脚。这份对事业的激情，不仅源于
从小目睹旧中国的落后困难，课堂上，岳飞、文天祥、林则徐
等民族英雄爱国报国的事迹也深深感染着他。王任享说，

“并肩站在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就是这一代人最真实的心
声。

回顾数十年航天测绘事业，王任享给自己的事业打“85.2
分”，品德打“甲等”——这一成绩来自高一下学期老师对他
的评价，“85.2分”是所有课目的平均分，“甲等”则是对他品德
的评价。“在航天测绘事业中，我自认在做人原则和底线方面
保持了‘甲等’水平；在专业技术领域，也努力交出了一份尽
职尽责的答卷。”王任享说，他想用这一成绩向曾经的恩师汇
报，他没有忘记教诲。

王任享 2018年正式退休，算起来在测绘领域
奋战了 60年，不过退休至今也没有完全放下测绘
工作。回看他的履历，他是国家卫星摄影测绘事
业发展面临攻坚难题时，屡屡挺身而出的担当者。

第一次重要的破题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彼
时，美苏大力研发返回式卫星摄影测量技术已有
六七年，我国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当时我们连
航空摄影相机都靠进口，要自主研发，搞卫星摄影
测量，难度可想而知”。

最大的难题是相机载荷与卫星平台间的矛
盾。为获取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要求相机的焦
距足够长。但相机焦距变长，体积和重量增大，
卫星平台就会承载不了。课题研究一度陷入瓶
颈。

1973年，王任享被调入“卫星摄影测量”课题
组后，用近 3个月的时间研究改进了原方案，提出
相机研制的新设计思路，解决了两个关键技术难
题，被卫星相机研制部门采纳。1987年，我国第一
颗返回式摄影测量卫星成功返回地面，我国第一
张卫星影像地图问世，标志着我国的摄影测量技
术登上了卫星摄影测量的新台阶。

王任享破解的另一难题，与人们更为熟知的
嫦娥一号有关。

2007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发射后拍摄的中
国首张月面“靓照”发布。这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月面图像，由嫦娥一号的三线阵CCD摄影测量系
统拍摄、处理所得。这个系统正是按照王任享牵
头设计的方案研制的。

系统的初期方案是用两台面阵相机作交向摄
影，但因重量超过卫星负荷，有关方面向王任享寻
求解决途径。

“能不能只用一架相机？”依靠在卫星摄影测
量方面的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王任享很快给出

意见：用一个相机的面阵CCD，取三条影像构成
三线阵CCD相机，按推扫式摄影即可，“这样的摄
影测量成果肯定优于两个相机交会摄影”。此举
为“嫦娥”减重了20公斤。

2007年11月22日晚，嫦娥一号第一条三维影
像传回时，王任享与团队当晚就作出了三线阵
CCD影像几何反演的结果，为嫦娥工程拿下了首
项成果。这次本不属于团队目标任务的及时“救
场”被王任享称为“学雷锋”。

创立等效框幅相片法空中三角测量理论、
研发 LMCCD 新型卫星摄影测量相机……随着
技术的进步，我国步入传输卫星发展阶段，王任

享持续贡献新思路、新方案，破解随之而来的
新挑战。即便在身患前列腺癌住院期间，他最
牵挂的还是中国第一代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

“天绘一号”的一个未解难题。也是在病房断断
续续响起的键盘声里，他完成了破题的初步构
想。

一路攻坚克难，王任享被业内称为我国航天
测绘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面对这一评
价，王任享表示：“我十分庆幸，赶上了祖国繁荣昌
盛的好时代，有机会参加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研
究并取得成功，这些项目都是集体成果，我只是其
中普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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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成时忆吾师，见到乡亲想家乡。”今年 8月，见到来
自家乡的记者，90岁的王任享连着感叹了好几次。

20多岁离乡赴京后，王任享奔波的足迹遍布祖国乃至世
界各地，在航天测绘事业上取得的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科研成果，成就了他在这一领域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地位。而
在他的心中，最感念的还是年轻求学时老师的教诲，最难割舍
的还是那浓浓的故乡情。

王
任
享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专
访
。
本
报
记
者

朱
榕
摄

学到成时忆吾师学到成时忆吾师

以志为梯攀高峰以志为梯攀高峰

见到乡亲想家乡见到乡亲想家乡

1987 年，
王 任 享 在 卫
星 发 射 场 。
（福州市科协
供图）

长乐乡贤为王任享布设的个人事迹展示馆长乐乡贤为王任享布设的个人事迹展示馆。（。（最美长乐供图最美长乐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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