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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天上有两颗小行星 分别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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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我们一起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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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让我们一起仰望璀璨的星

空。 新华社记者吕诺陈芳董瑞丰

功勋不朽：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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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爱无疆：“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受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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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袁隆平的梦想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
高，颗粒像花生那么大。他说，“这个梦
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们吃
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
这是中国科技评奖委员会的评价。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

田就在试验田的路上。”他以一颗赤子
的心，深沉地爱着稻田土地，牵挂着苍
生饱暖。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袁隆平心里
一直装着的，是一粒粒“金种子”，是万
亩良田阡陌纵横，是亿万人民“吃得
饱、吃得好”的福祉。

吴孟超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直到

96岁高龄，依然站在手术台上。
他曾说：“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

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
‘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
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
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
受苦的灵魂。”

他常说：“我就见不得病人受苦受
折磨的样子。”

在一次长达10个小时的手术后，
耄耋之年的吴孟超衣襟都湿透了，双
手朝上搭在椅扶手背上，微微颤抖
着。他闭着眼喃喃道：“我老了，我的
日子不多了……我得争分夺秒。”

他要做一盏不熄的无影灯。他告
诉身边的医护人员：“如果有一天我真
倒下了，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
我最大的幸福。”

精神不熄：“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