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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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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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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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长夜，让我们一起仰望璀
璨的星空。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为民足食祛病 让人医食无忧
——追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综 合 新 华 社 长 沙 5 月 23 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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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
院毕业，因表示愿意到长江流域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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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的母校武汉博学中学
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这里就读
期间，袁隆平喜欢上了游泳和球类
运动。

袁隆平参加过贺龙元帅主持的
西南地区运动会。结果在成都美食
的诱惑下，袁隆平比赛前一天“吃坏
了肚子影响了发挥”，最终遗憾排名
第四。“当时排在我前面的三个人都
进了国家队。”袁隆平后来在回忆时
打趣道，“飞行员因战事趋缓没当
上，国家队选拔把我淘汰了，我是没
办法才选择了搞农业。”

除了游泳之外，气排球是袁隆
平最爱的体育项目。杂交水稻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回忆，近几
年打不动球了，他要么在赛前上场
开个球过过瘾，要么坐在场下助威，
谁打了好球就大声叫好，碰到哪个
打得匡瓢（长沙方言，意思是办砸了
事情），“他就在场下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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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院士的体育音乐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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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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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超声介入科主任医师陆正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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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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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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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