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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亿万中国人无比悲痛的一天——5
月 22 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和“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相继离世。一日之内痛失两
位院士，人们的哀思如潮水般奔涌，向两位科学
巨匠致以崇高敬意。

他们的功勋，我们永远铭记。作为杂交水
稻研究的开创者，袁隆平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
功地应用于生产，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
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作为中国肝
脏外科的开拓者，吴孟超创立了肝脏“五叶四
段”理论，使肝癌手术成功率由16%提高到98%
以上……一个是让中国人“端牢饭碗”的英雄，
一个是救人无数的大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追
求卓越，为国为民创造了骄人的业绩，赢得了社

会的广泛赞誉。
他们的精神，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为

袁隆平，我们看到了“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
志向，感悟到“心在最高处，根在最深处”的境
界，感动于“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
球梦”的深厚情怀。因为吴孟超，我们领略了

“于时闯肝胆，慷慨创新生”的担当，感慨于大
爱无疆、生命至上的仁心。无论是对国家的热
爱，对事业的执着，还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后辈
的关爱——正是炽热如火的赤子之心，让他们
的人生精彩绽放，达到了世人景仰的精神
高度。

“有些人，伟大到我们以为，他们没有生老
病死”，正因如此，两位科学家的离世，才会如此

拨动人们的情感之弦。5月 22 日下午，当灵车
缓缓驶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路边聚满了闻讯
自发前来送行的市民，“袁爷爷，一路走好”的呼
喊不绝于耳。“我追的星陨落了，救活无数人的
老人，永远怀念您”——这是人民对良医的缅
怀，也是时代对奉献者的回答。“您这位‘90后’
没有完成的，还有今天的‘90 后’顶上”——这
是青年与前辈的对话，也是后来者接力奋斗的
誓言。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两位科学巨匠离去，
留下无尽的思念。他们的精神如同璀璨的星
辰，守护着这片热土，照亮我们砥砺前行的漫漫
征途……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一稻济天下，肝胆两昆仑
——送别两位科学巨匠

辛识平

5 月 22 日，湖南长沙，细雨凄迷，哀伤的情
绪弥漫在城市上空。

尽管医院全力救治，尽管家人在床边唱着
他喜欢的《红梅花儿开》等歌曲，期盼他能够睁
开双眼，但最终还是没能迎来奇迹。

13 时 07 分，“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因病医治无
效，在长沙与世长辞，享年91岁。

16 时许，灵车缓缓驶出医院，路边聚集了
闻讯前来送行的市民。司机停下车辆鸣笛，人
们把鲜花捧在胸前，悲恸高呼：“袁爷爷，一路走
好，一路走好！”

病危之际，每天都挂念水稻问天气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房里的橘色灯光下，

合上双眼的袁老遗容安详平静，3 个儿子给老
人家盖上红绸毯。14 时许，在家人陪伴下，袁
老的妻子邓则进入病房，坐在一把椅子上，静静
地陪着袁老遗体，面容悲戚。

“老爷子没有留下遗言，但他还能讲话时，
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事业，希望弟子们把
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把杂交水稻推广好。”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病房里，袁老的儿媳甘女
士哽咽着告诉记者。

今年3月，91岁高龄的袁老，在海南三亚南
繁基地不慎摔了一跤，被紧急送至当地医院，4
月初转回长沙接受治疗。

入院之初，袁老每天都要问医务人员：“外
面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度？”

有一次，护士说28℃。他急了，“这对第三
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回忆当时的场景，一位医务人员忍不住哭
泣：“他自己身体那么不好了，还在时时刻刻关
心他的稻子长得好不好。”

去世前两个月，还在杂交稻基地工作

2020 年 12 月，袁老已满 90 岁高龄，尽管
家人和同事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但他还是
按 往 年 一 样 前 往 海 南 三 亚 南 繁 基 地 开 展
科研。

刚到三亚，袁老主持召开了杂交水稻双季
亩产 3000 斤攻关目标项目启动会。在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武拍
摄的一段视频里，袁老说：“我们在这个会议上
把任务落实下来。”大家齐声回答说“好”，现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袁老每年都会到三亚南繁基地工作三四
个月，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他几乎天天都会到
田 里 ，查 看 每 亩 穗 数 、谷 粒 大 小 、是 否 有
空壳。

这次到三亚，因为腿脚不便，袁老不能经常

下田，他就在住所拿起显微镜，仔细观察第三代
杂交水稻种子，做详细记录。有一次，他担心一
个科研活动组织得不好，没来得及通知秘书，就
单独叫上司机，赶了过去，急得秘书和家人直
跺脚。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每天吃饭、散步、临
睡，袁老都在思考第三代杂交水稻的事情。

“少年，加油！”

袁老自称“90 后”，虽然指的是超过 90 岁，
但他的确和年轻人打成了一片。

在三亚，袁老和其他科研人员住在一栋楼
里，生活俭朴。在工作之余，他会自己去逛超
市。从超市回来，袁老经常会买些短袖衫、鞋子
等物品给年轻人。

去年 11 月，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
第三代杂交水稻测产。好消息传到长沙，袁老
兴 奋 地 说 起 了 英 文 ：“ 我 觉 得 excited，more
than excited。”

很快，这条新闻登上了热搜榜。人们说，袁
隆平自带流量，是真正的“网红”。

今年 4 月，同袁老共事了 13 年的李建武，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两人历年合影的短
视频，点赞量超过 40 万。李建武写道：“跟袁
隆 平 院 士 一 起 的 杂 交 水 稻 之 路 ，少 年 ，加
油！”

5 月 22 日，听到袁老去世的消息，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不少同事正在长沙县
的科研基地播种。前一天，他们刚刚根据袁
老 提 出 的 产 量 目 标 ，制 定 了 具 体 的 实 施
方案。

李建武对记者说，袁老是很多年轻人的“伯
乐”，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将传承他的精神，在
杂交水稻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记者周勉、白
田田、周楠、刘良恒、帅才）

新华社长沙5月22日电

新华社上海5月22日电（记者黎云）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
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在
上海逝世，享年99岁。

新华社长沙5月 22日电 记者从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渠道获悉，5 月 22
日 13 时许，“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
91岁。

袁隆平出生于 1930 年，从事杂交
水稻研究 50 多个春秋。他是我国研究
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
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科
学 家 ，是 享 誉 世 界 的“ 杂 交 水 稻 之
父”。

近二十年，他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
交稻攻关，不断刷新产量纪录。直到今
年年初，袁隆平院士还坚持在海南三亚
南繁基地开展科研。

“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一生的梦
想，“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他
的孜孜追求。近年来，杂交水稻在国内
的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每年在海外
的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

袁隆平最后的时光：

病危之际，还关心稻子长势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5月22日，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自发前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袁隆平院士送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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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在南华大学，大学生点亮烛光送别袁隆平院士。 新华社发

96岁高龄的吴孟超受邀参加央视
“朗读者”节目（2018 年 5 月 26 日
摄）。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最根本的是要读懂“我”与群众
的关系。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对此缺乏正
确的认识，或者将其当成一个为个人政绩增
光添彩的机会，热衷于堆几个盆景以博眼球、
以造声势，或者将其当成一时的阶段性任务，
敷衍了事，简单地帮钱帮物，并未将群众的急
难愁盼真正放在心上。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

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句
话形象而深刻地道尽了我们党的宗旨。党
员干部学党史，就是从中深刻理解为什么
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时刻“把百姓的事放在
心里”，进而在工作中带着感情为人民服务，
立足自身岗位职责、真心实意为群众把实事
办实办好。

为群众办实事，要有敢啃硬骨头、敢挑

重担子的作风，也要有保障成事的措施、解
决问题的能力。现实中，一些群众的急难愁
盼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既有困难较
多、矛盾积累的现实原因，也有少数党员干
部遇到困难绕着走、推诿扯皮，缺乏能力、不
敢担当的主观原因。这也导致了少数地方
在办实事的问题上产生避重就轻、“挑肥拣
瘦”的现象，甚至对一些群众反映集中但解

决起来困难较多的问题，干脆视而不见、任
其拖延。

为群众办实事，既要用心、用情，也要
用力。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难
万 难 ，干 起 来 就 不 难 。 党 员 干 部 学 习 党
史，就是要从中汲取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力
量，以自己的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去化解
千难万难。只要是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

就必须主动作为，努力去解决，真正造福
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就是江山，共产
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办好百姓事，才能赢得
百姓心。持之以恒地办好利民惠民的实事，
就是赢得了真诚的民心、守护好了自己的
初心。

97岁高龄的吴孟超（左二）坚持工
作在手术台上（2019年3月1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