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2 日 13 时 07 分，“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

竭在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

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传来，人们特地

摘来青翠的禾苗，放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

前的空地上，寄托无尽的哀思。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的医生护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今

年 4 月初，91 岁的袁隆平院士转入湘雅医院

治疗。医护人员介绍，即使是住院了，袁隆

平院士还在时时刻刻关心试验田里的稻子

长得好不好，“问我们天气怎么样，外面气温

多少度”。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

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

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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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

“杂交水稻之父”。他冲破传统学术观点的

束缚，于 1964 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成功选

育 了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实 用 高 产 杂 交 水 稻 品

种。杂交水稻的成果自 1976 年起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得以大

幅度提高。20 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开展超级

杂交稻攻关，接连实现了大面积示范每公顷

10.5 吨 、12 吨 、13.5 吨 、15 吨 的 目 标 。 2020
年，又实现了周年亩产稻谷 3000 斤的攻关

目标。

袁 隆 平 院 士 1981 年 获 得 国 家 发 明 特

等奖，2001 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2014 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

奖 ，2018 年 获“ 改 革 先 锋 ”称 号 ，2019 年 被

授 予“ 共 和 国 勋 章 ”。 他 还 相 继 获 得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科 学 奖 ”等 20 余 项 国 内 国

际大奖。

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誉满全球的大

师，一直以来坚持亲自带博士，坚持定期组

织课题组研讨和会议，坚持亲自给研究员、

普通学生等讲解最新的前沿科技。直到今

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开展科研工作。如今，在他的身

后，几代年轻的科学家，已经逐渐担当起振

兴中国种业的重担。

在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很多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

见到袁隆平院士都是在稻田。“袁老师经常

说，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

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国家杂交水

稻研究中心栽培师李建武说，“下田，是他对

年轻人的第一位要求，也是他自己一辈子的

追求。”

2009 年 春 ，本 科 即 将 毕 业 的 李 建 武 正

在 海 南 三 亚 的 国 家 南 繁 科 研 育 种 基 地 实

习，恰好赶上袁隆平院士来查看稻田。在

田间，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

院士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

种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来。正是因

为“下田”的本领高强，本科毕业的李建武

从很多博士、硕士中脱颖而出，被破格招录

为 杂 交 水 稻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的 研 究 人

员。“这永远激励着我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

地上。”李建武说。

“您去往了星辰，化作那颗编号 8117 的

‘袁隆平星’。我们将继承您的遗志，完成

您未竟的事业！夜空中最亮的星，将指引

我 们 前 行 ……”国 家 杂 交 水 稻 工 程 技 术 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杂志副主编

胡忠孝说，自己出生于湖南郴州莽山山区

的农村，是袁隆平院士的精神激励着他选

择了农学，激励着他一直向着杂交水稻的

前沿探索。“袁老师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

梦，那是我父辈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胡

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 14 亿人口，我

们有责任为农民多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

践行者。”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发

文明志：全体干部职工将化悲痛为力量，继

承袁隆平院士未竟的事业，继续追逐“禾下

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拼搏，开拓

前进。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一稻济世 万家粮足
本报记者 杜若原 孙 超

要闻要闻 44 2021年 5月 23日 星期日

5 月 22 日 ，中 国

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因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 孟 超 因 病 医 治 无

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99 岁。人们为两

位院士逝去而悲恸，深情缅怀两位杰出

的科学家。

袁 隆 平 院 士 被 誉 为“ 杂 交 水 稻 之

父”，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

应用与推广，长期奋战在农业第一线。

袁隆平常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是禾下

乘凉梦，一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

今，水稻高产的梦想变成现实，杂交水稻

也在印度、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等国

家大面积种植。面对外国人“21 世纪，

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质疑，袁隆平决心向

“饥饿恶魔”挑战；为了实现梦想，袁隆平

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让外国人惊叹“引

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这

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对世界的贡献，也

是对历史、对文明的贡献。

吴孟超院士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

之父”，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

创始人之一。吴孟超曾说：“即使有一

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

幸福！”从医 70 多年，吴孟超完成了 1.6
万余台肝脏手术，自主创新了 30 多项重

大医学成果，推动中国的肝病医学从无

到有、从有到精，使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

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手中握刀，游刃肝胆，

精准无误；满腔热忱，守望初心，矢志不

渝。这是医者仁心，也是一名共产党人

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挚爱守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

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

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杂交水稻研究

难题，袁隆平在实践基础上，以过人胆识和科学眼光投身其

中，依据事实、发现真理、验证真理伴随其一生。上世纪 50 年

代，肝脏还属于手术禁区，经过探索钻研，吴孟超创造性地提

出肝脏外科“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

持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同步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

的肝脏外科发展道路。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只有尊重知识、

崇尚科学才能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科学家只有勇攀高峰、敢

为人先，才能服务人民、献身祖国，引领科技不断向广度和深

度进军。

科学家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坚守着奉献国家、服务人民

的底色。1953 年，23 岁的袁隆平立下誓言：“要解决粮食增产

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这位“看上去更像农民”的科学家，

“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真

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把挽救病人生命作为毕生追求的吴孟超，视病人如

亲人，冬天查房，他会先把听诊器焐热了再使用。吴孟超常

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一切为了人

民，他们以满腔热血和激情，尽好一份责任、捧上一份心血，生

动诠释了深沉的家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他们

身上最闪光之处，就是心中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让科学家精

神熠熠生辉。

仰望星空，宇宙中有两颗小行星，一颗是编号为 8117 的

“袁隆平星”，一颗是编号为 17606 的“吴孟超星”——两位科

学家对人民对人类的贡献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当前，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

重。在新征程上，我们更当从杰出科学家身上汲取力量，矢志

创新、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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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 13 时 02 分，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

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99 岁。

听闻噩耗，大家悲痛万分。5 年前也是

在 5 月份，上海阴雨绵绵，经吴孟超院士允

许，记者穿上医学防护服与他一同走进原第

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6 号手术室。

在手术台前，94 岁高龄的吴孟超院士站立了

1 个多小时。剥离、阻断、切除，他双手探入，

一个肿瘤被分离出肝脏。

整台手术，吴孟超院士操作沉稳笃定，动

作熟练灵活。记者了解到，在这样的高龄，吴

孟超院士依然每周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

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原

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的日常

事务，并亲自带教多名研究生。

吴 孟 超 院 士 被 誉 为“中 国 肝 胆 外 科 之

父 ”，从 医 70 多 年 来 ，成 功 救 治 了 1.6 万 余

名 患 者 。 尽 管 这 在 世 人 眼 中 已 是 天 文 数

字 ，他 却 常 感 慨 地 说 ：“ 我 老 了 ，能 工 作 的

时间不像年轻人一样多了，所以更要争分

夺秒！”

吴孟超院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

尚。2017 年春，“时代楷模”获得者、“不忘初

心的好民警”陈清洲被查出肝癌。吴孟超当

即表态：“这样的人民公仆要得到好报！”认

真研究病情后，他决定主刀手术，为陈清洲

切除了巨大肿瘤和门静脉癌栓。

在吴孟超看来，“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

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冬天查房，他会先把

听诊器焐热了再使用；每次为病人做完检

查，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

吴孟超院士 1922 年 8 月出生，福建闽清

人，1949 年 8 月参加工作，1956 年 3 月入党，

1956 年 6 月入伍。 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2005 年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他首创肝脏外科“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

和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完成了以世界首

例中肝叶肿瘤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

术，创造切除肿瘤重量最大、肝脏手术年龄最

小、肝癌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等世界纪录。

他主编出版专著 20 余部，在国内外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 1200 多篇，先后获国家、军队

科技进步奖 24 项，2005 年成为荣获“国家最

高科技奖”的医学界第一人。

他开辟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新领域，主

持创建世界最大肝脏疾病研究诊疗中心，在

肝癌信号转导、免疫治疗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性成果，带领中国肝脏外科迈向世界领先

地位。

今日，由他主持建成的国家肝癌科学中

心早已屹立在上海安亭，成为亚洲最大的肝

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今天听闻噩耗，感到无比悲伤。”吴孟

超院士的学生、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肝外二科主任王葵告诉记者，做一名好的外

科医生不易，吴老坚持了一辈子，是一位了

不起的医学家、开拓者。

听闻校友吴孟超院士逝世的消息，华中

科技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内容追忆，该

校师生纷纷在文章下方留言。

海军军医大学的师生们表示，吴孟超院

士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是大家学习

的榜样，激励着大家在强军征程上开拓奋

进、砥砺前行。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

披肝沥胆 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 倪光辉

袁隆平在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吴孟超在做手术。

曹 希摄（人民视觉）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

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生态环

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介绍，“绿盾

2020”行动对 196 个自然保护地 4398 个“绿盾”台

账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紧盯不放。

实施重大工程，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开展生物多样性观测，既是保护的基础，也

是 履 行《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的 重 要 行 动 。 2016
年，在原环境保护部组织下，18 个省（区、市）建

立 了 74 个 红 外 相 机 观 测 样 区 ，布 设 红 外 相 机

4400 余台。

以此为基础，我国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观

测网络。在全国建立 749 个以鸟类、两栖动物、

哺乳动物和蝴蝶为主要观测对象的观测样区，布

设样线和样点 11887 条（个），每年获得 70 余万条

观测数据，掌握了典型区域物种多样性变化第一

手数据。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重 大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2015—2020 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

府共同实施。其中，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实施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观测网络建设两项任

务，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近 4 亿元，共 267 家

科研院所的 2000 余名科研人员参加。“通过实

施 重 大 工 程 ，基 本 摸 清 了 我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状

况。”崔书红说，全国划定 32 个陆地、3 个海域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约占我国陆地国土面

积的 29%，维管植物数占全国总种数的 87%，野

生脊椎动物占全国总种数的 85%。同时，还发

现新种和新记录种 70 余个，丰富了中国生物多

样性“家谱”。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的作用逐步显现，

构建了监管数据库，提升了科研能力和水平，支

撑了相关政策法规制定。

“随着国家在科学研究领域投入增加，我国

科学家在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与维持机制等

保护生物学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科院院

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表示，这为

生物多样性及濒危物种保护相关决策，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渐成共识并化为自
觉行动

“有一个叫灵武的保护地上新了，赶紧兑换，

你的封面也会有小动物。”天津市民杨一乐提醒

儿子在手机里用积攒的绿色能量兑换“福利”。

“那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为了封面有小

动物。”儿子说。杨一乐笑了，没想到 13 岁的儿

子也知道生物多样性这个词了。

如今，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电视，时常能

看到或听到生物多样性相关新闻。《地球：神奇的

一天》《微观世界》《美丽中国》等纪录片收获了很

高的人气和良好的口碑。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

“一个物种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经济命脉，一个

优 良 生 态 群 落 的 建 立 可 以 改 善 一 个 地 区 的 环

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渐成社会共识，并转化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如今，由社区或公益组织发起的保护行动明

显增多：观鸟爱好者积极参与湿地鸟类的监测工

作；“蔚蓝地图”等手机应用程序上线“生物多样性

随手拍”等活动，吸引公众了解身边的物种……

去年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前夕，中华

环境保护基金会等机构发出“人人一平米 共同

守护生物多样性”的呼吁。其后短短几天，社会

公众为三江源“嘉塘公益保护地”申领保护面积

4000 多万平方米。

人们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受益，激发

和增加了生态保护积极性。沙丘连绵，湖水湛

蓝，沙柳、胡杨刚吐新绿，初夏的库布其国家沙漠

公园七星湖景区风景怡人。经过 30 多年生态治

理，曾经的不毛之地披上了绿装，绝迹多年的狼、

狐狸、山鸡、野兔、苍鹰等野生动物，重回这里安

家，生物种类增长了 10 倍。

生态旅游有效促进当地百姓增收。“我们从生

态保护中得到实惠，大伙儿植绿护绿的积极性更

高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居民额日敦说。

积极参与植树造林，不滥食野生动物，自觉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广大群众正以多种方式

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

丽家园付出努力。

5 月 20 日，京新高速公路与 G575 线新疆哈密至巴里坤段项目的交界处在铺设沥青。京新高速起始于北京，终点至新疆乌鲁木齐，是“一带一路”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拉提·尼亚孜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