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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上有名

7位清华人荣获 2021 和

2022 年度何梁何利奖

2023年2月17日，何梁何利基金2021

和2022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共有

112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包括7位清华人：

董家鸿获2021年度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陈

志强、刘雪强获2021年度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张荣桥、龚晓南获2022年度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冯雪、丁建宁获2022年度科学

与技术创新奖。

董家鸿（教），中国工程院院士，清

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院长，国际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和肝脏移

植专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精准外科”

新理念，创立了精准肝胆外科范式。陈志

强（教），清华大学工物系首席研究员。

致力于X射线成像理论和CT系统研究，

转化成果出口170个国家和地区。刘雪强

（2006—2008博士后，计算机），军事科

学院系统工程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主要

从事生物质汉麻材料、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以及作战防护被装材料等方面的研究，科

研成果在军队和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张荣桥（2002级硕，经管），国防科

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研究员。长期从

事月球与行星探测工程总体设计工作，先

后担任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总设计师等，取得的一系列重大

突破填补了我国行星探测领域的空白。龚

晓南（1967届土建），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土

力学及基础工程教学、理论和工程实践研

究，为我国工程建设和岩土工程学科发展

及岩土工程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作出了

杰出贡献。冯雪（1998级博，力学），清

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长聘教授。致力于固

体力学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发展的柔性

集成器件、柔性可穿戴设备及柔性阵列天

线被多家重点单位应用。丁建宁（1998级

博，精仪），扬州大学校长、机械工程学

院教授。长期从事微米纳米技术在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在光伏、

储能和柔性电子机械器件设计与制造方面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

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于1994年创

立，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服务于国

家现代化建设。29年来，共遴选奖励1526

位杰出科技工作者。                  （田 阳）

两位清华人当选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

3月4日晚，感动中国2022年度获奖人

物揭晓，在这之中有两位清华人，分别

是：把山里娃送上冬奥开闭幕式的邓小岚

（1970届工化）、亚洲电动车之父陈清泉

（1959届研，电机）。

邓小岚（1943—2022），人民日报社

原社长邓拓同志之女。1970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工化系。曾任《晋察冀日报》史研究

会会长。2004年起，邓小岚开始在阜平县

马兰村义务支教，为村里的孩子义务教授

音乐课程。2022年2月，马兰村的44个孩

子组成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了2022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舞台，用希腊语演唱

《奥林匹克圣歌》。同年3月21日，邓小

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4月8日，

邓小岚被追授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陈清泉，1937年1月14日出生于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