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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似雁随阳，
为民谋稻粱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
中有这样一个热词——国士。何为
国士？谓其“才德盖一国”，抑或“一
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怕都
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
国、民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9月17日，袁隆平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
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行动不
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旁辟
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
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
心，仍时刻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
两岸……”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
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
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
思恋，对温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
学试验。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
种转向水稻育种。这一转身，改变了
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
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
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最深最痛
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立前，少年袁
隆平，因路遇饿殍，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时
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
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
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专
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
向上的新中国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
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日益强
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
1984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成立，“国家下拨的第一笔经费就高
达 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此
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
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
脑发热，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
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
失败、挫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
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
日火车，去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
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
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
用科学。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
和人民的需求至高无上——技术手
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始
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
2.4亿亩，年增产水稻约250万吨。中

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我
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
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5月22日下午，灵车缓缓驶出医
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
下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
呼喊：“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
事屈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
杂交稻，万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
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
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
计划署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
危机报告》显示，2020年在55个国家/
地区内至少有 1.55亿人陷入“危机”
级别或更为严重的突发粮食不安全
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
身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
是根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 40余
个国家种植超过800万公顷。

2010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
行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
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

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 2月，《自然·植物》杂志

发文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
学和群体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
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
界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的新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
图案是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 200
万人面临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
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
缺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
饱饭，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
诠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
做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真如少年

5月23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
馆。细雨霏霏，祭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花、从四
面八方赶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面庞
青涩，神情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
伍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沙街头，
许多青年齐声呼喊：“袁爷爷，一路走
好，一路走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络上默契
地传递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
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承诺，告
慰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青年人中
公开亮相，都堪比“大型追星现场”。
尖叫、鲜花、掌声……在“95后”“00
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偶像、
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之缘，在
饭桌上，在课本里。”“明明素未谋面，
我却泪流满面，像失去了爷爷一
样”……一位 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
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更
踏实的安全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最直白的表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浪”更持
久的喜悦感，这是最生机勃勃的画
面，最扣人心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识五彩斑
斓的年轻人，总是被袁隆平人格中最
朴素的力量击中——那就是“真”，真
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
坚信，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
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
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跌跤，再爬起
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总是自
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比
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 80 岁，还能在气
排球比赛中打满全场，而且担任主

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心血来

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河边，跃入水里
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也正是

充满梦想的时候。但是，仅仅停留于
做梦是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
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句
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响了无数中国
青年的心房。

袁隆平走了，
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弥留之
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边，唱起他最
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笑。有人
说，袁老那么思念母亲，终于回到了
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了梦
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
花生还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
帽，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这
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来者的梦。

他没有留下最后的话语。可他
想说的，人们却能看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从洞
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农民还在
等待第三代杂交水稻从试验田走向
生产田；在新疆、山东、黑龙江等地，
已有超过 10 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
产，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良
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值，正待
我们去坚守，拼搏，开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有田里
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隆平送给年
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秘诀——唯有
实践，方不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平最
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务人
员：“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少
度？”有一次，护士回答 28℃。袁隆
平急了：“这对第三代杂交稻成熟
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叮嘱
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爱
国为民、刻苦钻研、全心奉献。直到
生命最后一刻，袁隆平仍在奋力燃
烧自己，烛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丰富

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科研工作
者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更多的

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请放心，您这位‘90后’没有完

成的，还有其他‘90后’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然闪

耀…… （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杂交水稻之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
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22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南
长沙去世。海外各界人
士纷纷表达深切哀悼之
情，表示他的逝世是巨大
损失，他留下的遗产必将
被世代铭记。

马达加斯加农业、畜
牧业和渔业部长拉纳里
韦卢在社交平台发文说，
非常遗憾得知袁隆平院
士离世的消息，“我谨代
表马农业、畜牧业和渔业
部并以我个人名义诚挚
哀悼。”拉纳里韦卢说，正
是由于袁隆平的科研成
果，并得益于中国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与其设立在马达加斯
加马希齐非洲分中心的
合作，马达加斯加的水稻
种植者才得以将产量从
每公顷 3 吨提升到 10
吨。“通过杂交水稻技术
的发展，愿袁隆平消除饥
饿的愿景在马达加斯加
得以实现。”拉纳里韦卢
说。

莫桑比克国家通讯
社前社长古斯塔沃·马维
说，虽然莫桑比克有大量
耕地，但由于人口增长很
快，土地会越来越稀缺。
因此，袁隆平的高产水稻
品种意味着我们可以利
用有限的耕地生产更多
的粮食。马维说，袁隆平
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

“一个人毕其一生致力于
一件事，帮助人们把日子
过好一点、改善人们的饮
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莫桑比克农业研究所主任、中莫
农业示范中心副主任奥蒂利娅·托莫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各
国应该继续与他的研究中心合作，寻
求解决粮食问题、消除饥饿的办法，
因为这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托
莫说：“在莫桑比克，我们需要推广我
们获得的品种，生产足够多的粮食，
并将水稻生产技术推广到全国各
地。只有这样，才能将袁隆平的遗志
发扬光大。”

莫桑比克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
目执行经理胡计高说，赛赛农场用的
全都是中国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帮助
非洲人民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他们的
吃饭问题，这个目标朴实无华，却意
义重大。“袁老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
在水稻种植农业研究和实践中不断
进取，并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巴基斯坦嘎德农业研究与服务
公司首席执行官沙赫扎德·马利克对
新华社记者说，袁隆平的逝世不仅对
中国是一个悲伤的消息，更是全人类
的一大损失。杂交水稻技术为巴水
稻行业带来变革，且已产生很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在巴农村
地区，杂交水稻技术已为
脱贫做出贡献”。

马利克说，不光是在
中国和巴基斯坦，袁隆平
的杂交水稻技术在世界上
许多国家也促进了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
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会
缅怀他”。

“在菲律宾，种杂交水
稻的农民都认识袁隆平，”
被称为“菲律宾杂交水稻
大王”的林育庆说。据介
绍，如今，杂交水稻在菲律
宾的种植面积已超过 100
万公顷，每公顷最高产量
达到 15吨，是当地传统水
稻品种的 3倍。在菲律宾
的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
都可以买到杂交水稻产出
的大米。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
水稻研究所技术主管伊
沃·梅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今天获知袁隆平教
授逝世的消息，我很难
过。他留下的遗产必将被
世世代代铭记。”梅洛说，
杂交水稻技术对减少全世
界营养不良的现象具有重
大意义，“袁教授的成就为
我们留下了一笔科技财
富，为全世界消除饥饿做
出贡献”。

德国电视一台电视新
闻节目《今日新闻》网站发
文说，几十年来，袁隆平的
伟大目标是让全世界的人
们都有足够的食物。在中
国，这一目标已广泛实
现。袁隆平为此做出了重
大贡献。文章说，杂交水

稻技术是对“特别强壮”和高产的水
稻品种进行可持续杂交。直到 20世
纪70年代初，全世界大多数生物学家
和农学家都认为如此育种不会成
功。但袁隆平用他的研究证明了这
一理论。

袁隆平逝世后，多个国际组织也
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深切悼念。

联合国官方微博发文说：“袁隆
平院士为推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
造福民生做出了杰出贡献！国士无
双，一路走好。”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社交
平台上发文说：“今天，我们缅怀一位
真正的粮食英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
通过率先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使千
百万人免于饥饿。他于今天去世，享
年91岁，但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
以及使命将被牢记并传承下去。”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袁隆平把自己的
一生献给了杂交水稻研究，帮助数十
亿人实现了粮食安全，称袁隆平是自
己敬爱的“老师”和榜样，对袁隆平的
逝世深感悲痛。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新华社长沙 5月 23日电（记者
周勉 刘良恒）在袁隆平院士临终前，
家人围在他身边，轻轻哼唱起一首
《红莓花儿开》。因为这首苏联歌曲
是袁老最爱的歌曲之一，她代表着袁
老美好的年轻时代。

读大学期间，他有几个非常要好
的同学，其中一位会拉小提琴，“什么
都想学一点”的袁隆平便拜他为师。
袁隆平喜欢古典的小提琴曲，因为可
以把自己带入“很舒服、很美好的境
界”。几个人常常聚在宿舍一起练琴
唱歌，因为嗓音低沉，同学们还给袁
隆平起了个外号叫“大 Bass”（男低
音）。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不
久，苏联歌曲十分流行，唱《喀秋莎》
《红莓花儿开》是一件很时髦的事儿。

1953年 7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
院毕业，因为表示愿意到长江流域工
作，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位于湘西雪峰
山脚下的安江农校。袁隆平在地图上
找了半天，才发现安江农校在那么偏
僻的地方。有同学说，如此偏僻，恐怕

“一盏孤灯照终身”。但是袁隆平轻松
地回应：“我会拉小提琴，到了那里，寂
寞的时候就拉琴，可以消遣。”

袁隆平来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
后，学校开设俄语课又没有俄语老

师，于是便让学过俄语的袁隆平任
教，袁隆平便把自己的音乐才华运用
到教学上。他不仅利用俄语歌曲来
教学生们发音，还教大家拉小提琴，
这首《红莓花儿开》便是出现频率最
高的一份“教材”。这不仅塑造了学
生们开朗乐观的性格，也让班上的氛
围特别团结友好。

袁隆平曾提及，班上的文体委员
叫李俊杰，很有音乐天赋，于是自己
时常“开小灶”教他拉小提琴，还把自
己那把使用过多年的琴也送给他。
两人关系亦师亦友，李俊杰会自己写
歌，每次写好就拿给袁隆平修改，然
后俩人就“高兴得一起唱起来”。

担任了一年俄语老师后，袁隆平
开始教授遗传学课。自称“自由散
漫”的袁隆平教学方式也确实不拘一
格。他常常带着学生下田做试验、上
山采标本，再回到学校自制图表。而
这些教学方法，也为日后袁隆平正式
开始投身农业科研奠定了基础。

1963年冬天，爱打球、爱搞文艺
活动，还会拉小提琴的袁隆平与小
自己 8岁、有着同样爱好，曾经是自
己学生的邓则确定了恋爱关系，他
们在 1964年结婚。从此，两人恩爱
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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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 红莓花开
——追记袁隆平的音乐情缘

禾下乘凉梦 一梦逐一生
——怀念袁隆平
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刘良恒 周勉

2014年5月26日，袁隆平在2014年世界种子大会上进行主题演讲。这是袁隆平在育种家委员会开放会议后接受
采访。 （新华社 发 张宇 摄）

5月23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前摆满悼念袁隆平院士的鲜花。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

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

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

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

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

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

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

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

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

己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