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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延平（右一）在检查设备。 受访者供图

暴雨中狂驶六小时求教专家
为测绘数据安全提供技术保障

虽然身在美国，但赵延平时刻关
心和关注着国内卫星导航技术和产
业发展情况，随着我国国力的显著增
强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他的创业信念
越来越强、信心越来越足。2003年，
技术和管理经验初具基础，他就立即
回国，创立了上海华测导航技术有限
公司。

赵延平回忆说，公司成立几年
后，国家开始鼓励建设北斗导航卫星
信号地基增强系统，这个系统建成
后，可将卫星导航定位精度增强至毫
米级，高精度应用方面将一举超过
GPS系统，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意
义重大。但当时建立省级大型地基
增强系统需要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大
型参考站建设的技术被美国和瑞士
的两家公司垄断，特别是软件方面，
我国基本上是空白。

为了获取这方面的技术资料，赵
延平去美国考察学习，与美国专家交
流开发方向。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
个下着暴雨的晚上，他在与美国三藩

市的同行交流时得知有位专家开发
出的一套软件可能会对自己的研究
有所帮助。当时，这位专家正在美国
圣地亚哥，第二天中午航班就要离
开。不巧的是，当晚因为恶劣天气去
圣地亚哥的航班都已停飞。“我当时
心里想着一定要尽快找到这位专家，
没有飞机，就开车去！我立刻借了一
台车，加满油，连夜上路。路上，大雨
倾盆，我在雨夜中狂奔了六个小时，
到天亮的时候终于赶到了圣地亚哥，
见到了这位专家。他被我的诚意打
动，我顺利赢得了这位专家的信任并
得到他的许多帮助。”

“华测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开发
成功了，再一次突破了外国跨国公司
的垄断，同时为我国的测绘数据安全
提供了技术保障！从去年底至现在，
华测拿到了十个省级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的订单，轰动业界。这个项目研
发成功的那一刻，我心生感慨，作为
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只
要勇于攻坚克难，发扬钉子精神，保
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一定能实现华测人产业报国理
想！”赵延平说。

披荆斩棘拿到重要监测数据
回到公司被门卫当成“野人”

过硬的产品质量缘于千百次的
测试和完善，2013年初，华测在业内
第一个推出兼容北斗、美国GPS和俄
罗斯格洛纳斯的接收机，将我国北斗
系统的民用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

北斗技术应用非常广泛，与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无人驾
驶汽车、智能驾考培训，飞机和高铁
的位置监控，国家国土边界测绘，还
有精准农业应用等等。在这些领域
华测都有丰富的技术、产品以及整体
解决方案推向市场。赵延平介绍说，
在自然灾害的监测方面，北斗系统开
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华测开发的地
理信息监测方案能非常有效率地实
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标。

2010年8月8日，甘肃舟曲发生
特大泥石流，遇难1481人。为防范
泥石流灾害再次发生，国家要尽快在
舟曲全县建立地质灾害监测网络，设
立国家预警二级平台。赵延平介绍
说，当时情况紧急，有关方面找到华

测。虽然知道做这个项目存在技术
上和人身伤害上的风险，但为了国家
利益，为了当地人民的安全，他二话
不说承接了这个监测项目。

“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国家层面
非常重视。为了保证项目顺利开展，
我亲自担任项目组长，前后历时一个
多月驻守在当地。我亲自带队去现
场考察，慰问员工，和同事一起研究
解决方案。由于当地山高林密，考察
一个监测点，时常要走上七八个小
时，手和脸都被茅草划得不成样子，
衣服也被荆棘刺扯得破烂。但是看
到监测项目得到有序推进，心里还是
美得很……”

回上海后，赵延平来不及回家洗
澡换衣就急忙赶回公司把舟曲监测
现场获取的重要材料交给同事，可当
他刚进入园区大门时，新招来的保安
见他衣服褶皱甚至还有破损，胡须拉
碴头发又长，怎么都不相信他是华测
的董事长，一个劲地冲他嚷：“这是高
科技企业，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无
奈之下，赵延平只好给行政部经理打
电话，让他出来接人才得以进入公
司。

留美学习导航技术 20年后一圆创业报国梦

他曾为建监测网深入泥石流灾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主城区通勤时间由43
分钟缩减到40分钟，轨道交通站点
10 分钟步行覆盖率由 32%增加到
60%，整体绿色交通占比要提升到
85%……在9月10日举办的《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专题讲
座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40）核心专家、同济大学交通运输
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表示，“对人的
关怀”是本次2040规划中对于交通
规划的最大亮点。

关注“通勤时间”形成多元公交网
和东京同属于人口高密集的城

市，上海的公共交通体系却没有东京
密集，给市民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

“到2040年，市民可以接触到更广的
交通网络、用更少的时间享受更多的
服务，并且有更多元的选择。”陈小鸿
说。

在上海2040中，通勤时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衡量数值。据陈小鸿介
绍，在整体层面，上海将建成由城际铁
路/市域铁路、轨道快线、城市轨道、中
低运量轨道、中运量公交、常规公交和
多元辅助公交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
建立“枢纽型功能引领、网络化设施支
撑、多方式紧密衔接”的交通网络。

其中，新城与中心城枢纽之间出
行时间为30分钟至40分钟，85%居民
在60分钟内到达就业中心，城镇内
部30分钟至40分钟公交可达。重构
市域公共交通，要实现“三个1000公
里以上”轨道网络，形成市域线、市区
线、局域线三个公共交通层次，建立效
率与运量并重的1小时交通圈。特别
是在张江、金桥等城市副中心，至少要
有2条轨道交通线路直接服务，85%的
就业人员可在45分钟内到达。

强调“以人为本”将路权再配置
“所有的交通规划都是为了让人

的生活更舒适。”陈小鸿表示：“以人
为本”，具体如何实施？要完成四个
目标：让城市便利生活、让轨道服务
更多人、把道路分给更多人、把自然
还给更多人。“像淮海路这样的商业
街，轨道交通覆盖已经比较好，是否
就可以尝试禁止或减少机动车行驶
的时间，将道路还给行人呢？”

她介绍说，上海2040年要建设
成为一座创新之城、人文之城和生
态之城。针对上海 2040 年的建设
目标，我们要有服务品质更好的、
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支撑，建立更
加开放的国际枢纽门户；要构建
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社
区，营造良好的慢行环境和街道空
间品质；平衡职住空间、鼓励绿色交
通出行。

首先要打造15分钟生活圈，公
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达到100%，城乡社区公共开放空间5
分钟步行可达率90%。

其次，依托轨道交通网络调整主
城片区用地布局。实施集约紧凑的
TOD发展模式。实现轨道交通站点
600米覆盖60%以上的人口和岗位，
公共交通占通勤出行的40%以上。

第三，将路权再配置。在主城区
完善道路网络功能，以公交优先、慢
行改善为原则重新分配道路空间资
源；在城镇圈提高道路系统效率，建
设高密度基础路网。此外，上海将执
行更严格的车辆管控政策，严格管控
主城区交通需求、适度调控城镇圈交
通需求。

第四，提升慢行交通品质。要提
高慢行网络的连续性和功能性，构建

“慢行廊道和专用通道、接驳通道、休
闲通道”。“例如摩拜单车，它已经成
为上海绿色出行的名片之一。有了
新技术的公共车辆，我们还需要充
足、安全、舒适的骑行环境，去鼓励更
多人使用它。尤其是在核心区域，慢
性通道是刚性规则。”陈小鸿说。

主城区通勤时间缩减到40分钟
上海2040交通规划关注“对人的关怀”

二十年前，一名中
国留学生只身到美国求
学，学习测绘与定位科
学。当时的情况是，全
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GPS一家独大，市场上

高效率的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和设备全部被
国外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在这一领域几乎
是空白，在国防和经济领域处处受制于
人。身为党员的他暗下决心：用心学习，学
成创业报国！二十年后他实现了当初的梦
想，他就是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延平。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