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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旭華院士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
人，省委、省政府主要負責人，中國工程

院、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海軍、中國船舶集團
有限公司有關領導，院士家鄉各級領導等，前往
家中、醫院探望或以各種方式對黃旭華院士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月10日，武漢萬人前去送別。武昌殯儀館天

元廳莊嚴肅穆，哀樂低回，大廳中間掛着黃旭華
院士遺像，兩側輓聯分別寫着「卅載嘔心研潛
艇，深海蛟龍驚世界」「一生矢志衛海疆，大國
重器鑄功勳」。黃旭華院士的遺體安臥在鮮花翠
柏叢中。
上午10時許，湖北省委書記王忠林、省長李殿

勳等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黃旭華院士遺體前肅立
默哀，向黃旭華院士遺體三鞠躬，作最後送別，
並與黃旭華同志親屬一一握手，致以深切慰問。
國家有關部委、有關地方、中央軍委裝備發展
部、海軍和省直有關單位負責人，黃旭華院士親
屬、同事、生前友好、家鄉代表，部隊官兵代表
等也前往送別。

「埋名三十載，功利在千秋」
黃旭華院士1926年出生於廣東汕尾，祖籍廣東
揭陽，1945年至1949年就讀於國立交通大學（現
上海交通大學）造船工程系，是中國核潛艇事業的
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88年，中國核潛艇首次進
行極限深潛試驗，作為核潛艇總設計師，他以「花
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的豪邁
氣概和擔當，親自上艇坐鎮，隨艇下潛到極限深
度，開創了世界核潛艇總設計師親自參加極限深潛

試驗的先例，為後來者樹立了榜樣。
黃旭華院士99年的人生，是「赫赫而無名」的

一生，也是以身許國的一生。 上午11時許，告別
廳前的廣場已站滿民眾，他們高聲呼喊「黃老一
路走好」。
黃旭華院士生前同事回憶，黃老最關心的兩件
事，一是中國核潛艇研製事業，二是對年輕一代
的培育工作。當天前來送行的，更多的是年輕面
孔。
連夜從河南趕來的13歲少年黃尊為黃老寫了一

首送別詩：「劈波威碧海，斬棘築龍頭。埋名三
十載，功利在千秋。」
「黃老像陽光，給人溫暖和力量，為年輕人指
引方向。這才是我們該追的『光』。」一位武漢
理工大學船舶相關專業的大學生說。

民眾冒寒悼念 獻上潛艇模型
近幾日，武漢部分地鐵大屏打出標語：此生屬
於祖國，此生屬於核潛艇，國士遠行，深海永
念——致敬「核潛艇之父」黃旭華。儘管武漢白
天氣溫最高只有5攝氏度左右，許多民眾還是來到
設在武漢武昌區中船集團七一九所的弔唁大廳，
深深鞠躬，向黃旭華院士作最後的告別。在弔唁
大廳中央，花壇布置成核潛艇和海浪的造型，好
像潛艇在海浪中破浪前行。
在群眾送來的鮮花叢中，擺放着一艘精緻的核

潛艇模型，它的主人是一位來自武漢的教師，得
知黃老逝世的消息後，他立即購買了這艘模型，
並連夜拼裝完成，只為將其送到黃老的身前，以
此表達他的敬意與懷念。

「我是客家人，祖籍揭陽，生於

汕尾，三個身份缺一不可。」黃旭

華院士生前曾在接受採訪時這樣介紹自己。2月10

日，黃旭華院士遺體送別儀式在湖北省武漢市武

昌殯儀館舉行。遠在千里之外的廣東揭陽、汕頭

和汕尾等地，在黃旭華院士成長足跡所及之處，

很多民眾和師生也自發地在當地獻花，悼念這位

以身許國、功勳不朽的愛國科學家。

當日，位於廣東揭陽的黃旭華舊居前，排起了

長長的獻花隊伍，從門前延伸至村口的小道，不

斷有市民加入隊伍前來致敬。黃旭華舊居是一處

潮汕祠堂式建築，展陳着院士生平事跡及其主持

研製的核潛艇模型。在院士雕像前，擺滿了各色

鮮花。前來獻花的揭陽揭東區市民張先生表示，

他們一家特意驅車十多公里來緬懷黃院士。他

說：「家鄉出了這麼大的英雄，我們感覺很自

豪。得知黃旭華院士去世的消息之後，我和家人

特意前來舊居悼念。」

在黃旭華院士的出生地汕尾，華南師大附中汕

尾學校的師生齊聚在校園內的黃旭華塑像前，敬

獻鮮花，默哀追思。該校高三「旭華班」學生黃

鐸乾表示：「黃院士一生奉獻國防事業，『幹驚

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的精神會一直激勵着

我們努力學習，爭取為祖國做出更大貢獻。」

母校師生緬懷：成長榜樣
少年時期，黃旭華院士曾在汕頭度過一段求學

時光。在他曾經就讀的汕頭市聿懷中學，其銅像

前亦擺滿鮮花。

「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

中」。2012年，聿懷中學135周年校慶之際，黃旭

華院士回到母校，與師生暢敘往事、探討人生理

想時這樣說道。「志探龍宮」四個字，道出了院

士探索科學領域的崇高追求，這也成為廣大學子

的求學目標。「他對於我們而言，不僅是一位專

研潛艇的科學家，更是陪伴我們成長的榜樣師

兄。他用切實的行動貫徹自己的

理念，言傳身教，引領我們樂觀

積極地面對學習以至事業的困

難，志探未來的『龍宮』。」聿

懷中學「黃旭華英才班」高三學

生劉唐洲滿懷鬥志地表示。

捐出獎金助力科研發展
2017 年，黃旭華院士被授予

「潮汕星河成就獎」，這一獎項

承載着家鄉人民對他的敬重與愛

戴。而他也默默地反哺家鄉、回

報祖國。黃旭華生前已將個人所得的各級各類獎

項獎金逾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悉數捐獻

出來，用於國家的教育、科研及科普事業。其

中，50 萬元獎金捐贈予廣東省潮汕星河獎基金

會，40萬元捐給了聿懷中學，作為啟動資金設立

「黃旭華育才獎」。

「這幾天廣大汕頭學子和社會各界都以不同的

方式，深切悼念黃院士」，汕頭市教育局基礎教

育科負責人表示，「汕頭學子一定會繼承和發揚

院士這種矢志不渝的強國之志、報國之心，勇攀

科學高峰，為民族復興而努力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兵 四川報道）四川
省宜賓市筠連縣沐愛鎮金坪村山體滑坡8日晚
間發生至今，與時間賽跑的生命大救援仍在繼
續。這兩天，四川省軍區組織120餘名官兵和
民兵持續做好人員搜救、熱食供應、災情排
查、監測預警等工作，搜救失聯人員，保障災
區群眾生活。滑坡面仍不時有落石滾下，山體
進一步垮塌風險較高，當地政府已對災害威脅
範圍進行排查。另外，宜賓市啟動了全域地質
災害複查工作，着重核查類似「落石村」，並
針對地質災害隱患點周邊區域繼續開展多輪次
巡排查，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

民兵冒雨肩扛背馱送物資
宜賓市筠連縣民兵應急連胡以前對央視表

示，山體滑坡發生後，整個山體都存在二次垮
塌的風險，人武部組織十餘名民兵，在災害發
生點附近不間斷巡邏監測，密切關注周邊地質
環境，確保救援人員的生命安全以及救援行動
的順利開展。
2月9日晚間，金坪村上空下起濛濛細雨。為
保障在滑坡區域內的救援人員和挖掘機繼續進
行人員搜救和滑坡體清理工作，民兵們持續奮

戰，為搜救現場運送發電和照明設備。大家分
成兩組，緊靠着塌方體周邊狹窄的山路行進，
由於山高坡陡，連續降雨，道路濕滑，只能靠
肩扛背馱在雨中艱難行進。
在山體滑坡現場，四川省紅十字應急救援救
護中心的宋堯操控着無人機，安裝在上面的探
照燈照亮了整個夜空。在燈光照耀下，一台台
大型挖掘機喘着粗氣正在緊張作業，不遠處的
邊坡雷達聚精會神地監視着滑坡現場的一舉一
動；民兵頭戴頭燈，手持工兵鏟，各方力量匯
聚，期待出現生命的奇跡。

村民目睹災難發生瞬間
在救援現場，家住金坪村7組的周明勇，目睹
了災難發生的瞬間。周明勇介紹，2月8日中午
他正在附近耕田，忽然聽到對面山上發出轟隆隆
的巨響，扭頭一看，半壁山的石頭像瀑布一樣傾
瀉而下，疾速墜到山底。一部分泥石則沖至他所
在的山坡，拐彎後沿着山溝席捲而下，整個過程
大約持續3分鐘。受滑坡衝擊的房子已被掩埋不
見蹤跡，半山腰上隱約可見被滾石裹挾帶出的建
築物殘骸。村民朱華明介紹，事發後，村民都去
救人，當時便救出了兩個人。

分批供應保障受災群眾三餐
與此同時，在筠連縣沐愛鎮金坪村二組的臨
時用餐點，為了讓轉移安置群眾和救援人員一
日三餐有保障，筠連縣人武部緊急調配十餘名
民兵，採取一餐多做、分批供應的方式，為受
災群眾提供熱食保障。災情發生以來，已累計
提供3,000餘份熱食。
在指揮部旁的後勤保障處，大鍋、水缸等一
應俱全，後勤人員忙着分割豬肉、淘洗大米，
為救援人員和受災群眾準備熱乎餐食。村民何
女士戴着圍裙，在灶台邊忙前忙後。「我們都
是自願的，想為救援出份力。」何女士介紹，
村民們準備了豬肉、大豆、蔬菜等物資，只盼
大家都平安。
在「臨時廚房」裏，洗菜、切菜、炒菜……武

警、消防等救援隊伍炊事班成員與自發趕來的村
民配合緊密、流水式作業，讓救援人員吃上了有
菜有湯、葷素搭配的熱乎飯菜。「昨天晚上吃的
青椒肉絲、炒蓮花白、酸菜，今天早晨吃的雞
蛋、饅頭、麵條。」在臨時安置點，受災村民
胡澤秀則表示，他們一到安置點便領到了被
子、棉衣等，還吃上了熱氣騰騰的飯菜。

山體存二次垮塌風險 四川宜賓全面排查「落石村」

廣東舊居母校 鄉親學子自發獻花追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武漢報道）「共和國勳章」獲得

者、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程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 2月6日晚因

病在武漢逝世，享年99歲。2月10日上午，黃旭華院士遺體

送別儀式在武昌殯儀館舉行，前去悼念的人群絡繹不絕，萬餘

人手捧鮮花送別，武漢地鐵也打出「國士遠行，深海永念」等

標語，致敬「核潛艇之父」。連日來，社會各界人士參加弔

唁，武漢市內鮮花幾乎全部賣空，弔唁場所周邊圍牆擺滿鮮

花，一路延伸，「傾盡一城花，只為奠一人」。

特稿

●2月1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勳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工程總設計
師黃旭華同志遺體送別儀式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殯儀館舉行。 新華社

●鮮花卡片上面寫有「民族之魂」等送別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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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踴躍捐物支援災區。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村民自發為救援隊伍和受災群眾做飯。 香港文匯報四川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武漢報道）黃旭華與妻子李世英於1956年
結婚，兩人相依相伴69年，一路走來相互扶持，感情深厚。在2月10日
上午遺體送別儀式中，為了送別黃老離去，家人在李世英的帶動下，合
唱了歌曲《送別》，女兒們的唱聲中忍不住哽咽，歌曲承載着家人的懷
念。
黃旭華的女兒黃峻說，《送別》是父親很喜歡的歌。
「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所以儘管他不在了，我們也要繼續笑看人
生，也要把他這個精神繼承下去。」
黃峻還說，父親不是一個「家長制」的父親，他不干預子女的選擇，
而是鼓勵子女去發現正確的道路，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對於學習、對
於求知，我永遠是鼓勵你們的。誰要是想好好學習，想要上進，我會盡
一切努力去支持。」

女兒：把父親的樂觀精神繼承下去
●民眾送別黃旭華院士。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