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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前两个月
还在杂交稻基地工作

5月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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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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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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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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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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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农业报国
筑牢国家粮仓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
家必须强大起来。”袁隆平从
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
始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利益
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
梦想，也曾打算参军报国，最
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
结成了一串串饱满的稻穗。

“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
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唯一的
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
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
自己亲眼见到倒伏在路边的饿
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
1949年，他报考了西南农学院。

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
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
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
究的序幕。1970年，在海南发
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
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突破口。
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
败”。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
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
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
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袁隆平正式提出
杂交水稻育种战略：由三系法
向两系法，再到一系法，即在
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
更高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努
力，两系法获得成功，它保证

了我国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
的世界领先地位。

1996年，农业部正式立项
了超级稻育种计划。4年后，第
一期每亩700公斤目标于2000
年实现。随后便是2004年800
公斤、2011年900公斤、2014年
1000公斤的“三连跳”。

为了实现两个梦想
他一生不曾停歇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8
人“共和国勋章”。袁隆平名列
其中。就在这一天，距离北京
1600多公里的湖南省衡东县，
在一片稻田里，袁隆平拿着一
株水稻仔细观察后，面带笑意
地说道：“开花开得很好。”这
片稻田是“第三代杂交水稻”
试验田，目前处于扬花时期，
田中的双季晚稻有望突破亩
产1000公斤大关。

在获得“共和国勋章”的
前一天，袁隆平出现在湖南农
业大学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
上，他在讲话中再次提到了自
己多次谈及的两个梦想：“第
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这是追
求水稻的高产梦；第二个梦是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始终
还在努力使梦想成真，也寄希
望与你们共勉来共同实现这
两个梦想。”为了实现这两个
梦想，袁隆平不曾停歇。

据统计，从1976年到2018
年，杂交水稻在全国累计推广
面积约85亿亩，增产稻谷8 . 5亿
吨。每年因种植杂交水稻而增
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约8000
万人口。不仅让中国人吃得饱，
袁隆平还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
够远离饥饿。他曾笑称，自己愿
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
稻技术越过重洋。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这大概是当代最令人敬重的老人之一。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袁隆平是从教科书上走下来的名人。他被写进历史书的成就是“用全球7%

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1%的人口”。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他毕生的梦想，就是消除饥饿。让我们一
起来回忆他的一生，缅怀这位可爱的老人。

稻菽千重 禾下留梦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享年91岁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等渠道获悉，5月22日
13时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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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长沙去
世，享年91岁。

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从事杂
交水稻研究50多个春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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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优势的科学家，是享誉世界的“杂交
水稻之父”。他冲破经典遗传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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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优2号”。

近二十年，他带领团队开展超

级杂交稻攻关，不断刷新产量纪录。
直到今年年初，袁隆平院士还坚持
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

“禾下乘凉梦”是袁隆平一生的
梦想，“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是他的孜孜追求。近年来，杂交水
稻在国内年种植面积超过2.4亿亩，
每年在海外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借助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

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我一直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就是追求水稻的

高产、更高产梦；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始终都在努
力使我的梦想成真，也希望与你们共勉，来共同实现这两个梦想。

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
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 袁隆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吴浩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院士去世，举国泪目。偏居山
东莒南县一隅的耿洪强到现
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无
法用语言表达，现在非常想
念袁老。”

几年前，耿洪强被选中
参与“超优千号”杂交水稻高
产攻关项目，作为其中一个
实验基地负责人，他成为为
袁隆平种稻的人。耿洪强说，
起初他觉得这么大的院士怎
么能和自己合作？接触下来，
他发现袁隆平和普通人一
样：没有架子、朴素、平易近
人。再加上，他父亲和袁隆平
同年生人，这也平添了耿洪
强对袁隆平的亲近感。

2015年，耿洪强接到莒南
县科技局电话，通知他试种
超级水稻，他的农场因此承
担起“超优千号”杂交水稻高
产攻关项目。资料显示，“超优
千号”是袁隆平指导的第五
期超级杂交稻。

耿洪强说，袁隆平及其
团队给予他很多实实在在的
帮助，除了专门派吴朝晖博
士全程跟踪，他还可以直接
和袁隆平连线。“他一点架子
也没有，他怎么说，我就怎么
做，相当于手把手传授经验，

实际效果都很好。”耿洪强说，
前段时间他打电话想请教袁
隆平问题，通过工作人员得
知，袁隆平已经住院了。

从数据来看，获得袁隆
平“真传”的耿洪强，其试验田
里的超级稻产量在不断创造
着纪录。2016年，耿洪强田里
的超级稻实测亩产达1013 .8公
斤，创造了当时新的杂交水
稻高纬度亩产世界纪录。2017
年，经测产验收，该项目平均
亩产达1027 . 2公斤，再创当时
全国北方高纬度地区最高单
产纪录。2019年10月23日，耿洪
强田里的稻子再获丰收，平
均亩产达到1147 . 1公斤，每公
顷超过17吨，创超高产杂交水
稻高产攻关示范普通生态区
新高。

而当地普通的水稻品
种，最高的每亩不过700公斤，
这意味着，老百姓每亩地可
以多收入300多元钱。

目前，“超优千号”水稻已
经开始惠及老百姓，除了临
沂，还在青岛、东营等地逐步
推广。把种子推广出去只是第
一步，有了优质的种子，还需
要有专业管理经验，“别人不
可能像我这么幸运，能得到袁
院士的亲身传授。”耿洪强说，
他有这个责任把自己获得的
经验，传递给身边人，这也是
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需要。

为袁隆平种稻子的莒县农民耿洪强：

超级稻产量不断刷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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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
降半旗志哀

据新华社电 5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
发表题为《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
志哀》的评论。

5月22日13点07分，袁隆平院士逝世。这
位为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出
重大贡献的老人走了，举国同悲！

袁隆平院士长期致力于杂交水稻研
究，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
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世界领先水平。他还多
次赴印度、越南等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
以帮助克服粮食短缺和饥饿问题，为世界
粮食供给作出了卓越贡献。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给袁隆平的颁
奖词曾写道，“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
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
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
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
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
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5条
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逝世，可下半旗志哀。

袁隆平先生的贡献是为全人类作出的
贡献，是世界性的贡献。他的去世是全世界
的一大损失。建议以高规格的纪念，缅怀感
恩这位老人作出的杰出贡献。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站在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果我们以
降半旗这样高规格的纪念袁隆平院士，将
激励更多的追梦人付出毕生的努力，凝聚
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海水稻”将山东与袁隆平紧紧联系在一起

禾下乘凉梦在齐鲁大地延续

亲自带领团队
在青岛东营研发海水稻

对山东人来说，2020年9月份
下旬那个瞬间无比难忘——— 青岛
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布局在新
疆、青海、内蒙古等地的海水稻陆
续完成测产。其中最高值是在山
东东营测出的亩产860 . 95公斤。
袁隆平院士听后，难掩喜色“我高
兴得很！”

自2012年，袁隆平院士带领
青岛海水稻研发团队便开始在山
东青岛、东营开始耐盐碱水稻（海
水稻）的研发。2017年5月7日，在
袁隆平院士的见证下，青岛海水
稻研究发展中心正式揭牌。

2018年10月，袁隆平团队首
次在城阳上马、新疆喀什、陕西南
泥湾、黑龙江大庆、浙江温州和山
东东营五大主要类型盐碱地上进
行“海水稻”试种并结合“四维改
良法”进行盐碱地稻作改良的示
范测产，最高亩产为669 . 24公

斤，标志着耐盐碱水稻在这些盐
碱地上试种取得初步成功。

2020年，袁隆平海水稻团队
在全国十地启动了万亩片盐碱地
稻作改良和海水稻种植示范，海
水稻示范种植面积由原来两万
亩，扩大推广到十万亩，其中近7
万亩分布在山东。当年10地十万
亩海水稻完成测产，其中，新疆喀
什、宁夏石嘴山、黑龙江铁力、江
苏如东、山东东营、山东潍坊、山
东青岛等地测评亩产均超千斤。

今年1月15日袁隆平海水稻
团队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五届国
际海水稻论坛上宣布，目前已在
全国签约600万亩盐碱地改造项
目，今年将正式启动海水稻的产
业化推广和商业化运营。出生在
山东青岛的海水稻种子，撒向全
国大地。

除了海水稻，此前袁隆平团
队先后在东营河口区设立北方超
级稻研发中心和超级稻试验示范
基地，在日照莒县、临沂莒南县设
立超级稻高产攻关示范基地。

2019年，在莒南县攻关示范基地，
超级稻高产攻关试验项目百亩试
验田平均亩产达到1147 . 1公斤，
破中高纬度世界纪录。袁隆平院
士通过电话连说了五六个满意。

给济南小学生回信
希望从小勤俭节约

“亲爱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从
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珍惜
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为建设伟
大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0年9月1日，山师附小开学典
礼上，同学们分享了一封特殊的
回信。暑假里，山师附小的学生们
线上寻访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得主——— 袁隆平。在袁隆平
90岁生日之际，学校少先队员代
表们给袁爷爷写了一封信，信中
写道：要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
习惯，争做勤俭节约好少年。

学校通过青岛海水稻研究
发展中心将信转发给袁隆平，最
让同学们振奋的是90岁的袁爷

爷百忙之中给他们回了信：“作
为一个一辈子和水稻打交道的
人，我对每一粒粮食充满感情。
我从信中看到了你们崇尚节俭、
爱惜粮食的优秀品质，我感到十
分欣慰。”

“袁米”落户黄河北
济南引进海水稻

2018年7月，在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陆续签约的新项目
中，袁米农业科技项目令人眼前
一亮。依托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海
水稻研发中心技术团队，袁米项
目与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签订协议，将投资11亿元在黄河
北建设袁米创新产业园。

成为网红大米的袁米海水稻
是专门生长在盐碱地的品种，海
水稻并非用海水灌溉的水稻，更
多的是表明该水稻品种的耐盐碱
特性。常规水稻的种植要求水盐
度不能超过3‰，而袁米海水稻耐
盐可达到6‰—7‰，所以比较适

合在盐碱地生长。
在山东确定的新旧动能十大

产业中，其中就包含“现代农业”。
而相关负责人也称，之所以引进
袁米，也因其能够有效助力乡村
振兴和产业发展。

据介绍，袁米创新产业园包
括袁米总部大厦、袁米产业链联
合创新中心、袁米全智能加工、仓
储、物流中心等，以产业化发展
为核心思路，实现科技成果商
业化转化，打造“创新链”,形成

“新物种”。同时通过数字化、平
台化管理与互联网化、用户化
运营相结合的模式，立足全产
业链，以多种手段实现农业4 . 0
产品输出及模式落地，最终形
成“大米-大米深加工产品-数字
化农产品”的数字化赋能产业升
级新模式。

袁老驾鹤西去，他在齐鲁大
地上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刷新
着亩产纪录，禾下乘凉梦在齐鲁
大地上一直延续……

（综合）

“在杂交水稻研究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梦。”袁老的两个梦想不少人已耳熟能详。而“海水稻”则将山东与袁老紧紧联系在一起。

22001144年年55月月2266日日，，袁袁隆隆平平在在世世界界种种子子大大会会进进行行主主题题演演讲讲。。
55月月2222日日，，群群众众自自发发前前往往湖湖南南杂杂交交水水稻稻研研究究中中心心为为袁袁隆隆平平院院士士送送行行。。 图图片片均均为为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袁袁隆隆平平在在实实验验田田观观察察水水稻稻长长势势。。

55月月2222日日，，长长沙沙群群众众自自发发为为袁袁隆隆平平院院士士送送行行。。 55月月2222日日，，群群众众自自发发在在长长沙沙明明阳阳山山殡殡仪仪馆馆外外等等候候，，送送别别袁袁隆隆平平。。 55月月2222日日，，在在南南华华大大学学，，大大学学生生点点亮亮烛烛光光送送别别袁袁隆隆平平院院士士。。 55月月2222日日晚晚，，天天津津市市地地标标建建筑筑天天塔塔被被点点亮亮，，悼悼念念袁袁隆隆平平院院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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