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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日，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人们来到
这里，与袁隆平告别。

上午 10 时，“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遗体送别
仪式在铭德厅开始。

铭德厅门口，挽联写着：功著神州音容宛
在，名垂青史恩泽长存。

哀乐低回。袁隆平躺在鲜花翠柏中，面容
安详。阳光透过天花板的玻璃洒落在他身上。
他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外套，这是
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

袁 隆 平 的 遗 孀 邓 则 一 袭 黑 衣 ，坐 在 轮 椅
上。她的头微微侧着，没有朝着遗体的方向，右
手紧紧握住左手，放在大腿上。她的左手戴着
一枚戒指。

10时 15分，铭德厅内开始默哀。
吴俊穿着一件衬衣，站在默哀人群中，衬衣

是袁隆平送给他的礼物。这位“80后”是杂交水
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是袁隆平的弟子。

袁隆平的助理辛业芸，眼圈泛红，始终沉默
地看着邓则的方向，面露担忧。

人们面朝遗体，从右至左绕灵一周，与邓则
等家属握手，一些人缓缓说出“多保重”。邓则
反复说着“谢谢”。

不久后，孩子们推着轮椅，陪着邓则来到遗
体正前方。邓则突然站起身来，快步走到袁隆
平遗体前，跪在地上，埋头哭泣。

铭德厅外，长沙明阳山仿佛被人潮淹没。
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看不清面容，一眼望去，
只能见到一朵朵明黄和雪白的菊花——人们把
手中的鲜花举过头顶。

70 岁的农民周秀英和家人来到这里。“知
道他走了，一定要来送送他，我们种田的，对他
有感情。”她抹着眼泪说。

25 岁的青年胡胜涛来到这里。他早晨 7 点
乘坐高铁从广州赶来，下午就要返回。10 小时
路途，只为深深鞠一躬。“人太多了，我只在遗像
前待了不到一分钟，可是很值得。”

江苏的母女张秀华、王宇辰，结束深圳的旅
程专程赶来。“90 后”王宇辰说：“我想和妈妈一
起，来向袁爷爷道别。”

前往殡仪馆的柏油路被人群挤满。
年轻的外卖骑手，骑着摩托车缓慢穿行。

外卖箱里，有满满一箱金色稻穗。下单的人来
自广东、福建、重庆……

路的左边，身穿蓝色衬衣的“雷锋车队”举
起悼念横幅。一排出租车整齐停着，车窗玻璃
上贴着“免费接送车”字样。司机刘浩辉说：“上
百台出租车自发组织起来，免费接送从外地赶
来的人们。”

路的右边，42 岁的水电工郭庆伟站在一辆
棕色的商务车旁，车里堆满了口罩。他和朋友买
了 8000 余个口罩，从 23 日上午 9 点起为群众免
费分发。“昨晚几乎没合眼，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许多人前往摆放袁隆平遗像的明阳厅。人
山人海，却格外静默。

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妇女半跪在遗像前，
放下一碗青豌豆。这是袁隆平生前爱吃的菜。
她哽咽着说：“您要记得好好吃啊。”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说：“袁
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袁老一直相信，我们会把
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我想，他是放心的。”

这一天，长沙气温 23℃。科研工作者说，
这是适宜杂交水稻生长的温度。

“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的种
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
康了，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

致力于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院
士，用一生诠释着这句话。

有人说，从此春种秋收均与怀念有
关。袁院士的逝世，让人们缅怀与痛
惜。他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财富，让人
们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

重温袁隆平院士一生的不朽成就，
激励我们接力前行。

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作
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
势的科学家，他始终为端稳中国人的饭
碗和保障世界粮食安全不懈奋斗。

自 1976 年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应
用以来，我国水稻亩产大幅度提升，为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杂交水稻还在亚洲、美洲、非洲的众多
国家和地区大面积种植，为消除世界饥
饿与贫困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国杂交稻研究和应用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杂交稻主要在中国，年
应用面积约为 2.2 亿至 2.5 亿亩。经过
广大农业工作者的努力，创制了一大批
育种材料，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品质
好、抗性强的新品种。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这是我们
的大国基石，正是袁隆平这样的前辈们
付出的努力，使我们终于可以平视这个
世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说。

“袁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创新，贵在
创新是他的精神。”钱前表示，下一步要
运用新技术简化杂交稻制种过程,丰富
种质多样性面对水稻产业新需求,利用
超级稻分子设计模型加快育种进程，把
这项事业发展好。

种子，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

种力量，正在无数后来者和奋斗者之中
传承。

目前，我国杂交稻研究技术路线成
熟，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众多，仅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家就
有 100多位。

原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黄发松
研究员表示，国家越来越重视水稻科
研，全国各地水稻研究院所蓬勃发展。

“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成长很快，他们
中很多都是袁先生的学生，已经成为杂
交稻育种攻关和科研的中坚力量。”

“书本知识很重要，电脑技术也很
重要，但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上面
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里面才能
长出我所希望的水稻。”袁隆平曾这样
鼓励同学们。

他在给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
学院的同学们的回信中，分享了自己成
功的秘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栽
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武是一名“85后”
科研工作者。为了落实袁院士半年前布
置的任务，他和同事们计划在湖南省内
外的 10 多个地点开展双季亩产 3000 斤
攻关。“干农业虽然很苦很累，但袁院士一
生的执着与坚守，会激励更多年轻人投
身杂交水稻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

“有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我
更愿意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稻
技术越过重洋。”在讲述自己的杂交水稻
梦时，袁隆平院士的话语让人难忘。

为了造福更多人，一粒种子的事业

正在加速推进。
杂交稻今后如何发展？农业农村

部科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一方面要继
续追求高产，通过现代育种技术，挖掘
高光效育种材料，不断释放品种潜力。
另一方面注重品质改善，更加注重稻米
适口性，满足人们新需求。

下一步，我国将加强水稻（包括杂
交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大力支
持水稻育种研发，通过突破现代生物技
术，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
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结合，驱动现代
育种技术快速升级迭代，持续培育突破
性优质高产多抗水稻新品种，打通创新
链和产业链。

“看准目标，怀揣理想，坚持不懈，
袁 先 生 的 精 神 永 远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榜
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新院士说，
我们要秉承他心系人民，在科研道路上
永不放弃、不断追求的精神，努力工作，
为国家粮食安全、人民幸福生活作出更
大贡献。

“袁爷爷，我会好好吃饭”……社交
媒体上，很多网友如此留言。

粒粒皆辛苦，珍惜每一粒粮食，或
许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向立志让人们

“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的袁爷爷，表达
的最真挚的敬意。

送别袁隆平

袁爷爷留下的这粒种子
我们如何传承

▲2017 年 9 月 29 日，袁隆平在湖
南湘潭河口镇的试验田中查看低镉
水稻的长势。（资料图）

▲5 月 24 日，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
馆举行。这是市民前往明阳山殡仪馆送别袁隆平。

▲2019 年 8 月 20 日，种植户在位于贵州省岑巩县注溪镇的国家
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驾驶收割机收获杂交水稻种子。（资料图）

▲ 5 月 24 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
展中心袁隆平院士雕像前摆满了市民
送上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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