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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在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
做首席科学家

翻看他的履历，真的是学霸。

陈育伟，75 后，当年学军中学毕业后在

浙江大学攻读电子工程专业，2002年在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就读博士，师从

王建宇研究员和胡以华教授。之后，陈育伟

到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师从

陈锐志教授，现在是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遥

感电子学方向的首席科学家。

陈育伟曾设计了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

“嫦娥一号”激光高度计的核心部件激光回波

探测器、世界上第一台基于超连续谱激光器

的 2 通道超光谱激光雷达、世界上第一台 8

通道全波形采集功能的超光谱激光雷达等

等；在2010年的美国导航学会和美国电气电

子工程师学会联合举办的位置定位与导航年

会中，获得了最佳论文奖，这也是这一奖项的

首位中国籍获奖者。

用简单的话来说，他的工作，就是用仪器

来观测地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科学家是一个严肃、

沉默的形象，陈育伟则很开朗、健谈。

陈育伟所在的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是

最早和中国开展合作的芬兰研究所之一。

“研究所里有120多位同事，目前华人有

10 位左右。我在这边的 12 年里，前后有近

20 个华人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他说，芬兰今

年是北极理事会主席国，作为一名科学家，期

望习主席的这次访问能够促进两国在北极事

务上的合作。

研究工作非常忙碌，“从板级设计到调

试，整机系统设计，外场实验，数据分析和处

理，到最后科学问题的提炼和论文的撰写都

要自己完成。”陈育伟说。

他和国内的科学界也有很多交流。陈

育伟是中科院光电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也

是山东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比如芬兰研

究所和中科院光电研究院有联合实验室，我

们每年都会做定期的交流和互访。今年夏

天就会有两批光电院的科学家到芬兰访问，

我组里也有一些国内来访学和联合培养的

学生。”

他说，芬兰的科学界对中国科学家的印

象很不错，“中国科学家很勤奋”。

小学初中上的都不是名校
却一路狂奔到浙大中科院

陈育伟的成长经历，在很多人看来，充满

着各种“非典型”。

他成长在拱宸桥畔，从小读的是家门口

的小学和初中——人民小学、拱宸中学，都不

是现在家长心目中追逐的“名校”。

“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我初中三年的

语文老师是黄燕明（后来成为江南实验学校

校长），上课非常生动。他上课时讲过的‘吾

日三省吾身’，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的英语老

师洪春华当年刚师范毕业，给我们每人起英

文名字、排演小话剧。尽管我的英语成绩不

是特别好，但一直很喜欢。”

父母对他的教育是放养式的，从小到大

没有补习班，也很宽容。在这样一个宽松的

环境中，他的小学初中几乎毫无压力。“那会

就有华杯赛，但我也没学过奥数。在小学初

中成绩是前面几名，但和重点学校的学霸不

一样。后来考上学军中学，刚开始的成绩也

是排在后面的。不过，我一直挺有自信。”他

说，自己属于后劲足的，越读越轻松，后来一

路到浙大、中科院⋯⋯

在他看来，父母对他最大的影响，是言传

身教。他说，父母都是工人，文化程度不高，

父亲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原因没有继续读

书，但一直在自学。“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经常

和我共用一张桌子，我写作业，他画图纸或者

自学。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考出高

级技工证书，他当时读夜校，所有科目的成绩

都是 95 分以上。”父亲的酷爱读书也影响了

他，他从小爱阅读，《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

千年》都被他翻烂了。他喜欢地理，一年级时

去舅舅家看到一本五六年级的地图册，非常

喜欢，翻来覆去地看，后来，父亲给他买了中

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每个国家他都烂熟于

心。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每天阅读的习惯，

在回国做学术交流的间隙，除了回老家杭州，

陈育伟的一个很大任务是买书。有一年回芬

兰，他托运了 20 公斤的书。“我妈妈性格开

朗，也影响了我。我很喜欢交朋友，在芬兰也

有很多朋友。”

陈育伟说，回头看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觉

得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兴趣，做自己喜欢

做的事情。“所有科目中，我最喜欢、学得最好

的是地理和物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结合

了兴趣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觉

得很辛苦。”

念念不忘家乡菜的味道
自己做杭州酱肉包肉粽

虽然芬兰和杭州相隔遥远，有 9 小时的

飞行距离，陈育伟还是时刻关注家乡的变化。

“杭州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不光是硬

件，文明素质也很让人骄傲。”

在芬兰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和全家

旅行，他的很大一个兴趣是“美食”。

他笑称自己是“不务正业”的科学家，午

餐时间会和同事在研究所做当地的点心。在

芬兰蘑菇季到来时，他会呼朋唤友一起采美

味的蘑菇，研究哪种牛腱子肉做卤牛肉最美

味，用科学家的严谨和细致来研究各级别火

腿的色香味。

在芬兰十多年，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杭

州菜的味道。为了在异国他乡也能满足“挑

剔”的“杭州味蕾”，他把自己培养成了“科学

家中的厨子、厨子中的科学家”。在准备来芬

兰前，他就向厨艺高超的老妈学习。

为了解馋，他在芬兰做杭州酱肉、包肉

粽，用芬兰的食材做杭州菜。

“芬兰的肉非常不错，做酱肉味道很好！”

杭州范的酱肉一年通常要做30斤，分享给在

芬兰的杭州人。去年做的酱肉，这几天刚刚

晾好收起来。有一年冬天，他做了酱肉挂在

阳台上晾晒，结果被投诉：“请不要把动物尸

骸挂在窗户上⋯⋯”

他做的片儿川让在芬兰的老乡们感动

掉泪。“我在亚洲超市里买冬笋、雪菜，烧起

来，就是杭州的那个味道。”除了给家人、朋

友做饭，芬兰的同事也尝过他的中国料理。

用自制酱料腌制北京烤鸭，用杭州熏鱼的方

法做炸鱼，芬兰友人吃了后激动地来握手点

赞。 （感谢市民林女士提供线索）

“习主席访问芬兰，真的

很激动，也让我的使命感倍

增！”4 月 4 日，央视播出了

对华人科学家陈育伟的采

访。芬兰当地时间 4 月 5 日

下午，陈育伟还作为学界代

表与习主席合影留念。

4 月 6 日，钱江晚报接

到读者林女士的报料，她激

动地说，这个华人科学家她

认识的，是个土生土长的杭

州人，超级厉害的。钱江晚

报记者通过林女士辗转打听

到了陈育伟的联系方式。4

月 7 日上午，在芬兰赫尔辛

基的陈育伟向钱江晚报记者

介绍了他在芬兰的工作和生

活情况。

他出现在欢迎习主席访问芬兰的央视画面中。热心读者打来电话——

芬兰的这位首席科学家是杭州人
他在杭州上的小学初中都不是名校，却一路狂奔到浙大、中科院

他在芬兰地球空间研究所任首席科学家，曾设计多款世界首创超光谱激光雷达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陈育伟与芬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林蓝晨的合影陈育伟和驻芬兰大使馆教育参赞高宇航及到芬兰访学的浙江科技学院徐兴教授合影

陈育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