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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雜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禾下長眠
享年91歲 畢生奔波田間 鑄牢國民飯碗

「我有兩個夢想，
一個是禾下乘涼夢，
一個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

袁隆平

儘管醫院全力救治，家
人在床邊唱着他喜歡的
《紅莓花兒開》等歌曲，
期盼他能夠睜開雙眼，但

最終還是沒能迎來奇跡。

期盼弟子繼承事業
5月22日14時許，中南大學

湘雅醫院，病房裏的橘色燈光
下，合上雙眼的袁隆平遺容安詳平

靜，3個兒子給老人家蓋上紅綢毯。在
家人陪伴下，袁老的妻子鄧則進入病房，

坐在一把椅子上，靜靜地陪着袁老遺體，面容
悲慼。

「老爺子沒有留下遺言，但他還能講話時，念念
不忘的還是雜交水稻事業，希望弟子們把雜交水稻
事業發展好，把雜交水稻推廣好。」在中南大學湘
雅醫院的病房裏，袁老的兒媳甘女士哽咽着告訴記
者。
今年3月，91歲高齡的袁老，在海南三亞南繁基

地不慎摔了一跤，被緊急送至當地醫院，4月初轉
回長沙接受治療。
入院之初，袁老每天都要問醫務人員：「外面天晴

還是下雨？」「今天多少度？」有一次，護士說
28℃，他急了：「這對第三季雜交稻成熟有影響！」
回憶當時的場景，一位醫務人員忍不住哭泣：

「他自己身體那麼不好了，還在時時刻刻關心他的
稻子長得好不好。」

堅持赴海南做科研
就在去世前兩個月，袁隆平還在雜交稻基地工作。
2020年12月，袁老已達90歲高齡，儘管家人和

同事擔憂他的身體狀況，但他還是按往年一樣前往
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開展科研。這次到三亞，因為腿
腳不便，袁老不能經常下田，他就在住所拿起顯微
鏡，仔細觀察第三代雜交水稻種子，做詳細記錄。
有一次，他擔心一個科研活動組織得不好，沒來得
及通知秘書，就單獨叫上司機，趕了過去，急得秘
書和家人直跺腳。
「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要繼續努力，繼

續攀高峰。」袁隆平的一生，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一
樣，是不斷攀登，超越自我的一生。 ●新華社

袁隆平
1930年9月7日-

生命最後時刻 最關心還是稻子

江山
思國士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姚進、劉凝哲、李陽波及新華社、中新社報道）國士

無雙，山河同殤。5月22日13時07分，「雜交水稻之父」、「共和國勳章」獲

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因多器官

功能衰竭，在長沙逝世，享年91歲。「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袁

隆平一生致力於雜交水稻技術的研究、應用與推廣，創建超級雜交稻技術體系。

這位自稱「90後」的科學家，在鮐背之年依舊奔波在田間地頭，為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糧食安全發揮着重要作用。

短 短 24 小
時 ， 91 歲 的
「雜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
士，99 歲的中

國肝臟外科之父吳孟超，94歲
的著名美術史及玉文化研究專
家楊伯達相繼辭世。三位寶貴
的共和國「90 後」離開了我
們。微博上的致哀留言裏，有
不少是「90後」乃至「00後」
傳發的「袁老爺爺表情包」。
年輕人用自己的方式，緬懷心
目中最可愛的人。

袁隆平的可愛，在於他的
「土」。他出身高知家庭，卻
一生與土為伴，滿腦子都是
「要下田」。他獲得共和國勳
章後，就連夜趕回湖南下田；
重量級媒體採訪他，他着急
「你們快點，我要去下田」；
就連帶學生，他的要求也是

「要下田」。他的論文寫在田地裏，他的
科研成果長在稻穗中。

袁隆平的可愛，在於他的「執」。「高
產高產更高產」就是他的追求目標。高產
到中國人吃飽了、吃胖了，袁隆平開始擔
心其他國家的人還在挨餓呢。畝產700公
斤、800 公斤、900 公斤、1,000 公斤、
1,200公斤，每個目標袁隆平都實現了。

2019 年 9 月，袁隆平獲得「共和國勳
章」後，我有幸對他進行專訪。印象最深
的內容，是袁隆平搖晃着腦袋、瞇着眼睛
說，「我腦袋還不糊塗，要活到100歲，
成為『00後』，突破每公頃20噸（畝產
1,333公斤）的目標，那是水稻理論上的
最高產量。」

吳孟超說過，攻克肝癌，我這輩子大概
還實現不了，我要培養更多人才，讓以後
的人繼續往前走。

我相信，在中國，會有更多的可愛的
「90 後」、「00 後」來實現他們的理
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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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點多起，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湘雅醫院前坪和沿途道
路，白色、黃色的小雛菊很快擺滿了醫院的前坪，穿着工作

服的外賣小哥留下一束花又匆匆離開了，有人特意擺上了還帶着
泥土芬芳的水稻，緬懷這位大地的兒子。4點多，載有袁隆平院
士遺體的車輛駛出醫院。

長沙民眾自發灑淚相送
下午4點50整，靈車來到了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現場已擠
滿前來悼念的群眾。人們舉着「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的黑色橫
幅，靜靜在雨中等待，靈車緩緩駛過，人們鞠躬默哀，在靜默中
和袁老告別。而在袁隆平居住的家門外，市民自發送上鮮花，鞠
躬哀悼。下午4時許，天下着濛濛細雨，載着袁隆平院士遺體的
靈車緩緩駛出湘雅醫院，等候多時的民眾有序地站在兩側，自發
地反覆高喊着：「袁爺爺，一路走好！」
靈車緩緩前行，民眾依依不捨，有人失聲痛哭。「真的希望這
次也是假消息。」長沙市民鍾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當天上
午有媒體推送袁老去世的消息後又撤回，大家都盼望着袁老能盡
早康復，沒有想到卻還是等來了最後的告別。
4時50分許，靈車帶着袁隆平回到了他工作數十載的湖南雜交
水稻研究中心，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育種基地，緩緩繞行一周，
與他最熱愛的事業做最後的「告別」。

超級水稻產量領先世界
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展覽館裏，陳列着一座「禾下乘涼夢」的
雕塑。這是袁隆平一生的夢想，這一夢想隨着不斷高產的超級稻
已成現實。
1930年，袁隆平出生於北京。新中國成立以前，祖國大地遍布

着荒蕪的農田和飢苦的人民，袁隆平自幼立志學農。他考入重慶相
輝學院農學系，畢業後被分配至偏僻的湘西雪峰山旁的安江農校任
教。1961年，袁隆平在稻田裏突然發現了一株鶴立雞群的稻子，
自此開啟了通過人工方法利用雜種優勢培養雜交水稻的研究之路。
改革開放以後，袁隆平的水稻研究成果不斷顯現。上世紀九十年代
中後期起，袁隆平帶領團隊開始超
級雜交稻攻關，分別於2000年、
2004年、2011年、2014年
實現大面積示範畝產700
公斤、800公斤、900公
斤、1,000公斤目標。近年
來，又突破每公頃16噸、17
噸的目標。2017年，世界水
稻平均每公頃產量僅4.61
噸，而中國雜交水
稻平均產量每
公 頃 達 7.5
噸，在世界
上遙遙領
先。

莘莘學子：袁爺爺是榜樣
在湖南農業大學，袁隆平曾經參加了湖南農業大學2019級本科

新生開學典禮並致辭，為莘莘學子留下八字箴言：知識、汗水、
靈感、機遇。祝同學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袁老的一輩子都在
為消除飢餓而奮鬥着，奔跑着，現在我們不僅能吃得飽，而且還
能吃得好了，袁老卻走了。袁老一生都在追夢、逐夢、圓夢，我
能夠多年來不斷「追星」，走近袁老，跟隨他的腳步去探索水稻
高產，去為「三農」做一點事情是我的幸運。我也將按他的要求
做個躬行實踐厚積薄發的新時代青年，用知識、汗水、靈感、機
遇去接着實現服務三農的夢想。
陝西楊凌職業技術學院種子生產專業學生馬小磊說，袁老是自

己的專業榜樣。為自己的專業方向自豪，「無論是靠一個小麥品
種挽救了大半個新中國的我國第一代育種人趙洪璋，還是讓很多
人吃上飯的袁隆平爺爺，或是後來的李振聲等小麥專家。從他們
身上，我看到了民族的魂魄。」 馬小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作為農學子，強農興農就是使命，服務國家糧食安全更是責無旁
貸。「袁爺爺，您走好！現在讓我們來繼續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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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

2021年5月22日

袁隆平，男，漢族，江西省九江市
德安縣人。

1930年9月7日 ，出生於北京協
和醫院。

1949年 8月至
1953年 7月，
在重慶北碚夏
壩的相輝學院
農學系（後院
系調整併入重
慶新建的西南
農 學 院 農 學
系）就讀。

1953年8月—1971年1月，任湖
南省安江農業學校教員。

1971年春，湖南省農業科學院成
立雜交稻研究協作組，袁隆平調省
農業科學院雜交稻研究協作組工
作。

1973年，發表了《利用「野稗」
選育三系的進展》的論文，正式宣
告中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已經
配套，產量在原來基礎上增產一倍
有餘。

1977年，發表了《雜交水稻培育
的實踐和理論》與《雜交水稻制種
與高產的關鍵技術》兩篇重要論
文。

1986年，正式提出雜交水稻育種
戰略：由三系法向兩系法，再到一
系法，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簡但效
率更高的方向發展。經過9年努
力，兩系法獲得成功。

1996年，農業部正式立項超級稻
育種計劃。4年後，第一期每畝
700公斤目標實現。隨後是2004
年800公斤、2011年900公斤、
2014 年 1,000 公 斤 的 「 三 連
跳」。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
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
先鋒獎章，獲評雜交水稻研究的開
創者。

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
平簽署主席令，授予「共和國勳
章」。

2020年11月，第三代雙季雜交稻
畝產3,000斤攻關測產在湖南衡南
縣啟動。測產結果顯示，晚稻平均
畝產為911.7公斤。當年7月，衡
南基地早稻高產攻關田進行了測產
驗收，測得早稻平均畝產為
619.06公斤。第三代雙季雜交稻
畝產達到1,530.76公斤，湖南衡
南基地衝擊雙季稻畝產紀錄成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 袁隆平與學生們在一起袁隆平與學生們在一起。。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所供圖湖南雜交水稻研究所供圖

●● 20192019年年，，袁隆平獲頒袁隆平獲頒「「共和共和
國勳章國勳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大學時代的袁大學時代的袁
隆平隆平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55月月2222日下午日下午，，運送袁隆平院士遺體的靈車從醫院前往殯儀運送袁隆平院士遺體的靈車從醫院前往殯儀
館館，，沿途市民和學生自發前來送別沿途市民和學生自發前來送別。。 中新社中新社

●●袁隆平生前和妻子琴瑟和鳴袁隆平生前和妻子琴瑟和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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