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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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杜若原 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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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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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勉、白
田田、周楠、刘良恒、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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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一稻济世 万家粮足
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2019年9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这是 1976 年，袁隆平（右）与同事李必湖
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

袁隆平最后的时光：

病危之际，还关心稻子长势

归去来兮 红莓花开
——追记袁隆平的音乐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