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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两颗小行星，分别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被尊为“国士”的他们，在 2021 年 5 月 22 日相继辞

世——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

超，一日双星陨落，国人泪飞化雨。

功勋不朽：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为人民足食祛病，让人民医食无忧，乃“国之大者”。
民以食为天。“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是袁隆

平毕生追求。
他守望稻田，耕耘大地，为民生计，为“稻粱谋”。去世

前两个月，还坚持在海南杂交稻基地工作；病危之际，每天
都挂念水稻问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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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势的科学家，为我国粮食
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让
更多的人吃饱了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拯救生命，吴孟超用他那因
长期做手术而变形的手指稳稳握住柳叶刀，誓与死神较
量到底。

我国是个肝病大国，吴孟超决心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
到世界最前沿，从医数十载初心不改。作为肝脏外科的开
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他创立了肝脏“五叶四段”理论，使肝癌
手术成功率大幅提高。

他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
前。治病救人 70多年，从死神手中夺回超过 1.6万名患者
的生命，也培养了许多优秀外科医生，创造了医学界传奇。

大爱无疆：
“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受苦的灵魂”

“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梦。”在袁隆平的梦想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
高，颗粒像花生那么大。他说，“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水稻
高产梦，让人们吃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这是中国科技评奖委
员会的评价。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试验田的路
上。”他以一颗赤子的心，深沉地爱着稻田土地，牵挂着苍生
饱暖。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袁隆平心里一直装着的，是一粒粒“金种子”，是万亩良
田阡陌纵横，是亿万人民“吃得饱、吃得好”的福祉。

吴孟超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直到 96岁高龄，依然站在
手术台上。

他曾说：“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
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
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
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他常说：“我就见不得病人受苦受折磨的样子。”
在一次长达 10个小时的手术后，耄耋之年的吴孟超

衣襟都湿透了，双手朝上搭在椅扶手背上，微微颤抖
着。他闭着眼喃喃道：“我老了，我的日子不多了……我
得争分夺秒。”

他要做一盏不熄的无影灯。他告诉身边的医护人员：
“如果有一天我真倒下了，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
最大的幸福。”

精神不熄：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同一天，我国痛失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当日下午，大批群众自发来到长沙市湘雅医院门口，挥

泪送别袁隆平。当灵车缓缓驶出湘雅医院，芙蓉大道两侧
的人们冒雨追随着车队，高喊“袁爷爷，一路走好”。车队驶
经路口时，静候的车辆纷纷鸣笛致意。

网络中，在关于吴孟超的报道帖子下，许许多多医护人
员，以及吴孟超生前救治过的患者和家属，纷纷为他燃起蜡
烛、敬献鲜花、合掌祈福、留言悼念。一位曾在吴孟超身边
工作的医生写道：“吴老的手就是神奇，就像长了眼睛，肝内
的血管胆管他的手都能避开，轻轻松松安全在肝内就能把
肿瘤用手摘出来，还不出血。查房要求医生跟病人的距离
小于 25厘米，查体前一定把手搓一下增加温度，听诊器放
在病人身上前一定捂热，一辈子学习为了病人勇闯肝脏禁
区，无一例手术严重并发症……”

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网站和客
户端，两位科学巨匠辞世的消息持续刷屏，网民留言绵绵不
断——

“肝胆相照，大医勤朴且济苍生命；稻禾无忧，国士深耕
尤思千万家”；

“人间稻米满仓，禾下且乘凉”；
“肝胆相照日月明，医者仁心泰山平。人间本无天使

佑，只因博爱白衣旧”；
“他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他高高举起”；
“为中国谋幸福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两位科学家精神的尊崇和景仰；哀

思里，流露出对真善美的永恒呼唤；泪光中，折射出当今社
会的主流价值观：奋斗者、创造者、奉献者是最美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雄精神之火不熄，如星辉穿越深邃的时空，指引我们

前行的方向。
今夜，让我们一起仰望璀璨的星空。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今夜，我们一起仰望星空
新华社记者 吕诺 陈芳 董瑞丰

新华社上海5月23日电 细雨沥
沥。23日，吴孟超院士的追思活动在
其生前工作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举行，
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他们眼泛泪
光、脚步缓慢，用一束束鲜花和一次次
鞠躬，表达着对吴院士的深深爱戴和
依依不舍。

5月22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
孟超院士走完了人生，享年99岁。

记者在追思活动现场看到，这里庄
严、肃穆。灵堂中央一副挽联让人对吴
院士的一生钦佩不已：一代宗师披肝沥
胆力拓医学伟业，万众楷模培桃育李铸
就精诚大医。

前来吊唁的不仅有吴院士的同事、
学生，还有患者家属，以及自发带着孩
子一同前来的市民等。

“吴老对我来说，是老师，也像是父
亲。”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超声介入
科主任医师陆正华说，从他走上工作岗

位至今，吴院士对他的帮助和教诲已伴
随他40余载。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有他的指导，
也正是有了吴老，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肝
胆外科事业。吴老永远是吾辈的航标
与楷模！”陆正华说。

“我们今天是专门带孩子从浦东
赶过来的。”上海市民陈女士告诉记
者，昨天她一直在跟儿子讲吴院士的
事迹，孩子很受感动，在得知今天追思
活动对公众开放后，表示一定要来送
别吴爷爷。

“在向吴院士表达崇敬之情的同
时，也希望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愿
他能向国家的‘脊梁’学习。”陈女士说。

同样专程赶来现场的还有在上海
体育学院上大一的沈于昕。“我外公之
前得了肝癌，就是在这里医治的。”沈于
昕说，虽然她外公不是由吴院士亲手治
疗，但是吴院士不平凡的伟大事迹让她
深受感悟，也为她之后的学习和人生道

路增添了满满动力。
“真心感谢大家前来。”吴孟超院士

女儿吴玲泪眼婆娑地说，父亲这辈子工
作了 70多年，永远想着怎么创造更好
的条件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对病
人亲如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反而是
对我们的爱很深沉、很含蓄，下班回家
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吃饭、看报、写日
记和休息。”

“刚开始我们还劝他年纪大了要注
意休息，后来我们也不说了，说多了他
会生气。因为工作就是他最开心的事
情，直到前几年，父亲坐着轮椅，还要去
他一手筹备的位于嘉定的上海东方肝
胆外科医院安亭分院看看，来回车程 2
个多小时，老人家一点也不觉得累。”吴
玲说。

“父亲总觉得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
奋斗，今天我想对他说，请您放心，您留
下的精神财富永存，我们会铭记在心，
努力传承延续。”吴玲说。

民众冒雨吊唁吴孟超院士

据央视新闻 记者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获悉：吴孟超遗体告别仪式将于 26日
上午在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于23日至25日在上海市
长海路225号三号楼广场设置灵堂，接受吊唁。

5月 22日 13时 0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99岁。

据央视新闻 5月 22日 13时 07分，“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 91岁。
记者从袁隆平同志治丧办公室获悉：兹定于2021年5月24
日（星期一）上午10：00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铭德
厅举行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

吴孟超遗体告别仪式
将于26日在上海举行

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
今天上午10时举行

据央视新闻 22日，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越野赛
遇极端天气。据越野赛失联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23
日9时30分，本次赛事中的最后一名失联者被找到，但
已无生命体征。本次事件共造成21人遇难。

23日，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失联救
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甘肃省白银市市长张旭晨表示，该事件是一起因
局部地区天气突变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甘肃省委省
政府已成立事件调查组，对事件原因进行进一步深入
调查。

张旭晨说：“在此，作为赛事主办方，我们深感内疚
和自责，并对遇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
受伤人员表示深切慰问。”

22日9时，由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举办的2021（第
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
健康跑在黄河石林景区举行。据组织方公布的信息显
示，比赛参赛人员接近一万人。其中，有172人参加了
百公里越野赛。

当天13时左右，百公里越野赛高海拔赛段20公里
至31公里处，受突变极端天气影响，局地出现冰雹、冻
雨、大风灾害性天气，气温骤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
适、失温等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比赛当即停止，
当地立即组织多方力量搜救失联人员。

甘肃白银山地马拉松
21人遇难 市长鞠躬致歉

新华社北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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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各界缅怀袁隆平：
真正的粮食英雄，将被世代铭记！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 5月 23日,新华每日电

讯发表题为《全网悼“双星”是宝贵的社会风向标》
的评论。

一天之内，吴孟超院士与袁隆平院士先后辞世。
“双星”陨落，国人同悼。在互联网上，在微雨街头，在
大学校园，人们不约而同献上敬意与哀思。

两位院士都是以身许国、品行高洁的科学家，是名
副其实的民族脊梁，他们的贡献和事迹永远铭刻在共
和国史册上。对他们情真意切的自发悼念，是一种宝
贵的社会风向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强化核心价
值观引领，持续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从而春风化雨、润
泽人心的鲜明体现。

像袁隆平、吴孟超这样的心怀国之大者，既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又是引领者，理应成为“顶
流”。他们的殷殷爱国情、拳拳报国志，正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密码”。

科学家精神代表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
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
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见贤思齐就能蔚然成风。当越
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以他们为榜样，增家国情怀、担
社会责任，养浩然之气、立鸿鹄之志，全民族积蓄已久
的复兴能量将尽情释放，新时代将成就不朽之伟业。

“双星”陨落，自发的悼念与追怀，更是一次集体致
敬，将形成强大示范效应，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正气浩
荡，让我们的民族精神更加挺立。

全网悼“双星”
是宝贵的社会风向标

学校的桌椅不够，大家就从自己家里搬；老师、前
来联络的地下党员的三餐没有着落，乡贤、村民、家长
就主动送上大米、地瓜、咸菜等。各年级都在祠堂里上
课，班与班之间没有隔断，不同班级老师教学声、学生
的读书声交织可闻。

除了教书育人、传播革命思想，朱汉膺等人还创办
了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既和群众打成一片，又借此
机会传播进步思想。

“我们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就教农民夜校、妇
女识字班的村民认字，当他们的‘小先生’。”刘佩香
笑着说，学生们自带油灯火，课本是自编的日常生活
用语，包含姓名、村名、称谓等词语，以及简单的算
术，一个晚上教识三五个字。“我们还给大家讲故事，
教唱闽南歌谣，在金门沦陷后唱的是‘月光光，照金
门，咱的好所在，竟成别人的田园，日本鬼是豺狼，残
酷迫害，家破人亡。’”

以学校为联络站，闽中、泉州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
领导人，如黄国璋、许运伙、何必然等人先后来此开展
革命活动。中共惠安特支书记曾炉也常以教师身份来
往于塔头，在学校住宿。

随着革命火种越烧越旺，塔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三征”“反清乡”“迎解放”等革命
行动，塔头村也成为晋江沿海一个坚强的革命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塔头中山学校的
学生中诞生了38名党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事业
培育了一批干部。学生中有 4人（3名党员）在革命斗
争中牺牲，后来都被追认为烈士。”塔头刘村党支部书
记刘永进说。

（上接1版）

5月22日，群众自发前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袁隆平院士送行。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5月23日，人们手持鲜花有序进入灵堂吊唁吴孟超院士。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