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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书 者 说

记住这个

—
—
由
《
种
子
钟
扬
》
所
感
受
到
的

天上多了颗
“南仁东星”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
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
做！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
去！”

书中提到，为了“拯救”
已经濒临解散的复旦大学
生态学科，当复旦大学向钟
扬发出邀请时，这位时年33
岁的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
长，毫不犹豫辞官从教。“他
的眼里根本没有名利的位
置。”这是复旦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眼
中的钟扬。

20152015 年年，，常年每天只常年每天只
睡睡 33 小时的钟扬突发脑溢小时的钟扬突发脑溢
血血，，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
他在病床上仍对自己的事他在病床上仍对自己的事
业念念不忘业念念不忘：“：“西藏是我国西藏是我国
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
全屏障全屏障，，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怎样才能建立一个
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长效机制来筑建屏障？？关关
键还是要靠队伍键还是要靠队伍。。为此为此，，我我
建议开展建议开展‘‘天路计划天路计划’，’，让更让更
多有才华多有才华、、有志向的科学工有志向的科学工
作者作者，，为建设社为建设社

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
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
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
事业。”

钟扬曾说：“高原反应
的危害要 5 年到 10 年后才
显现，我有一种紧迫感，希
望老天再给我 10 年时间，
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
工作继续做下去。”他既承
担着国家863项目、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学任
务，又要指导修改学生的论
文，还要无数次在半夜往返
于上海和拉萨之间——两
地海拔相差 4000 米，他在
缺氧与醉氧间不停切换。

面对病痛折磨、跋山涉
水和孤独寂寞，钟扬始终保
持着对科研事业的热爱，以
及“忠诚、干净、担当”的党
员本色。这就是钟扬，这个
作为共产党员的钟扬。

“100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
我的学生们在，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发现那颗改
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钟扬为何长期钟情于采集种子？
因为他在不断深入的科学研究中，越发

明白自己肩负的使命——为祖国盘点青藏
高原的植物“家底”。种子何其平凡，却拥有
改变世界的大能量：上世纪初西方“植物猎
人”带走我国宜昌、武汉的20多棵猕猴桃树
枝条，撑起了新西兰的农业产业；英国皇家
植物园邱园，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
种子，一旦全球变暖，英国将占据粮食作物
的基因优势。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看过《种子钟扬》才会了解，植物学家的野外
采集过程，异常复杂：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
间的杂交问题，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
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
一个物种，需要 5000 颗优质的种子。为了
寻找高山雪莲、高原香柏、拟南芥和鼠曲雪
兔子，无论是在雅鲁藏布江陡峭的悬崖边、
万里羌塘的无人区，还是阿里地区的冻土
层，都留下了钟扬和学生们的脚印……一年

至少行走 3 万公
里，钟扬为国家换
来 了 4000 万 颗 种
子。这些种子将会在
百年之后，为未来的人
们发挥作用。

钟 扬 曾 在 日 记 中 写
道：“生命这么长，要把最宝
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2017 年 9 月 25 日清晨，
钟扬在赴内蒙古授课途中遭遇车
祸，不幸逝世。这一次，钟扬为他终
身所爱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闪耀在钟扬身上的，是甘于奉献的
“种子精神”，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自我追
求与价值坚守，更是用人生所有来报答对祖
国的热爱。我们跟随《种子钟扬》追寻他的足
迹，回味他的奋斗人生，敬畏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默
默奉献，敬畏他对植物学的热爱与责任，敬畏他在
平淡中铸就的伟大。他的“种子精神”值得我
们永远传承！

（（据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作者：：张思思张思思））

★作者 吴晶 陈聪
★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黄大年》

【背后故事】黄大年，当代海归赤子
科技报国的楷模。2009年，他放弃在英
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之情返回祖
国，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8年时间，他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
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填补了多项国内
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
世，享年58岁。

【作品简介】这是一部关于已故科学家黄
大年的长篇报告文学，从科研、教学、家庭生活
等多个侧面，记述了黄大年献身祖国的教育科
研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展现了
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高尚品德。

★作者 刘晶林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海魂：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

【背后故事】1986年，原本默默无闻的民兵王继
才经群众推荐、组织考察，奔赴黄海海面上的一座
弹丸小岛——开山岛，成为第五任开山岛“岛主”。
由此，王继才开始了他一生漫长、艰辛、孤独的守岛
生涯。随后，王继才的妻子追随王继才，与其一同驻
守开山岛。两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
孤岛整整32年，直到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在守
岛的过程中突发疾病，不幸离世，将他的一生奉献
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作品简介】本书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围绕
驻守开山岛哨所32年的民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展开。作品详细展现了两人的守岛生涯，刻画了
两个坚毅勇敢的海魂。山有山魂，海有海魂，军
有军魂，国有国魂，王继才、王仕花身上，体现出
的不仅仅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魂，更是中华民族应
当有的民族之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
刻阐释。

★作者 贾兴安、高玉昆
★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幸福播撒太行山》

【背后故事】李保国被誉为“太行新愚
公”，扎根山区35年，“种”出了富岗苹果、
绿岭核桃等享誉全国的品牌农产品，
“建”起了前南峪、葫芦峪等山区综合开

发治理的样板，累计带动贫困山区增
收58.5亿元、10万群众摆脱贫困，为
河北山区生态治理、农民脱贫致富
做出了突出贡献。2016年4月10
日，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作品简介】作品以浓重
的文学笔触和诗化的语言，
刻画了李保国几十年如一
日扎根太行山，用科技力

量开展“精准”扶贫，赢
得广大群众深切爱戴

的崇高形象，展示了
诸多不为人知的

鲜活细节和情感
故事，读来心

潮 澎 湃 ，催
人泪下。

钟扬是谁？
他是科学家，

是人民教师，是“时
代楷模”，是“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他
援藏 16 年，行走藏
地 50 万公里，采集
上 千 种 植 物 的
4000 万颗种子，为
人类储存下绵延后
世的“基因”宝藏。
如果不是53岁时意
外去世，这位“高原
之子”今天可能仍
会在青藏高原的崎
岖山路上跋涉。报
告 文 学《 种 子 钟
扬》，展现了展现了““种子种子
的力量的力量”，”，讲述了新讲述了新
时代党员干部的奋时代党员干部的奋
斗人生斗人生，，还原了一还原了一
位植物学家与他所位植物学家与他所
熟知热爱的植物世熟知热爱的植物世
界之间一段平凡而界之间一段平凡而
伟大的故事伟大的故事。。

的名字亮闪

矢志不渝筑大国重器

阅读提示
南仁东是新中国培养

的科学家，被誉为“天眼”之
父。他经过22年的奋斗建
成“中国天眼”。2017 年 9
月，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
岁。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
学《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再
现了“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一
生。该书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2018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同
时也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七
十华诞献礼之作。

2017 年 11 月 17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南仁
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号召全社会向南仁东学
习。我在接到创作一部反
映南仁东生平事迹的长篇
报告文学之初，心中是忐
忑的。我没有见过南仁
东，也无法采访到他了。

“中国天眼”是科技含量极
高的大科学工程，我是外
行，真的担心写不好辜负
了这个光荣任务。我在接
到任务的第二天就去贵州

“天眼”基地采访。
在采访中，我逐渐体

会到了什么叫不朽。我
一次次地看到了一个不
朽的生命并不因为他的
逝世而消失，南仁东就活
在他的同事们和学生们
的生命中。我还采访了
先前居住在“天眼”基地
大窝凼里的农民，同样看
到南仁东就栩栩如生地
活在那里的农民们的讲
述中……我感受到，一个
南仁东去了，他的不朽的
生命必将激励着千千万
万的青少年继往开来，去
创造自己的有益于祖国
和人民的人生。

有大写的人，才有大写的国。南仁
东、钟扬、黄大年、王继才、李保国……
他们的生命，为祖国澎湃，他们以自
己的奉献和坚守告诉我们，什么
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流
量”和责任担当。值此清明时
节，让我们通过文学作品缅
怀时代楷模，感受他们身
上的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从中汲取奋进的
力量。

——编者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创作谈

深入这个题材，我开始日益
感到一个巨大的世界扑面而来。
我再次领略，这个世界上存在我
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南仁东所从事的天文学事
业，属于射电天文。什么是射电
天文？由此追踪，人类天文学可
分作三大时代：用眼观天的第一
时代，用光学望远镜观天的第二
时代，用射电望远镜观天的第三
时代。我进而发现，天文学对人
类社会进步的影响，超出我们很
多人的认知。

在历史岁月中也存在着不朽
的大智慧和伟大创造，同样需要追
访和再认识。譬如天文学是人类
最古老的自然科学，因掌握天时才
有农耕时代。中国因古代天文学
发达而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农
业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仍然是
凝聚着中国天文智慧的罗盘，指引
着郑和、哥伦布去打开大海之门。
可以这样说，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
前，在全世界范围，基于先进的天
文学成就，中国具有世界上特别发
达的农业和航海技术。

但在天文第二时代，哥白尼、
伽利略用光学望远镜观天，伴随
而来的科技进步竟推举出一个工
业时代。当今属于天文第三时

代。世界各国的射电天文是什
么样的状况？英国的射电望远
镜最早发现了脉冲星，有人因此
获了诺贝尔奖。德国有 100 米
口径的可转动射电望远镜。美
国 350 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被
评 为 人 类 20 世 纪 十 大 工 程 之
首。它的重要性被认为超过阿
波罗登月。为什么？这说明它
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其他一
些发明不能相比的。

1993 年，在国际射电天文学
家们提出要多国联手抓紧建造新
一代功能超强的大射电望远镜的
时候，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
径只有 25 米。那时没有人会想
到，20 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
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
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
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
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学识、
智慧和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
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
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

是在这时，我理解了党和国
家为什么对“中国天眼”这么重
视，为什么称之为“国之重器”。
我理解了，每一种“国之重器”，为
之奋斗者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
有很多人。

“中国天眼”的建造历程无
疑是艰苦卓绝的。我感到最不
能忽略的是南仁东和他凝聚起的
团队在非常的困境中找回“自力
更生”。

“中国天眼”建设 22 年，前 12
年为了把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这
个项目争取到中国来建设，做了相
当坚实的预研究。这是一个被国
际公认为需要多国联手建设的项
目，如果能争取到中国来建设，将
会有相当一部分国际先进技术被
引入中国。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争
取的难度非常大。南仁东是在10
多年争取“大射电”国际项目所经
历的重重困境中，痛彻地反省，我
们为什么总在引进人家的零部件
组装产品，自己就造外壳。可是，
新中国早期经济科技都落后，老一
辈科学家靠什么搞“两弹一星”？
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条件要
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
是响彻那个时代的声音。

所谓“发愤图强”，南仁东正是
在无异于卧薪尝胆的艰辛中愤然
而起，提出由我国自主建造500米
口径大射电望远镜。这有可能
吗？中科院支持，国家发改委批准
了！自此，“中国天眼”项目进入快
速推进阶段。我们所说的“南仁东
团队”有多大？全国近 200 家大
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包括
100多位科学家在内的5000多人
直接参与了这项大科学工程建
设。他们的研发力量，在“自力更
生”的旗帜下，仿佛瞬间就被极大
地释放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
社会内部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自主
创新能力。

2018年12月31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发表 2019 年新年贺词，他
说：“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

闪亮
的 名
字 。 今
年，天上多
了颗‘南仁
东 星 ’……”
习近平主席在
新年贺词中还
讲道：“七十年披
荆斩棘，七十年风
雨兼程。人民是
共和国的坚实根
基，人民是我们执
政 的 最 大 底 气 。
一路走来，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中国奇迹。
新征程上，不管乱
云飞渡、风吹浪打，
我们都要紧紧依靠
人民，坚持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在
这段抚今追昔的话语
中，习近平主席两次
讲到“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

追思“中国天眼”
艰苦卓绝的建造历程，
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不是
哪一项科技创新成就，而
是找回“自力更生”！若举
国都能像“时代楷模”南仁
东那样坚定而自信地找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新
时代中国前途不可估量。
（据《人民日报》作者：王宏甲）

好
书

推
介

缅怀时代楷模
传承榜样精神

品 读 杂 笔 党员本色 精神永生

《《种子钟扬种子钟扬》》

★★作者作者 陈芳陈芳 陈聪陈聪
★★出版单位出版单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作者 王宏甲王宏甲
★★出版单位出版单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

“天眼”基地

南仁东南仁东

钟扬钟扬（（右一右一））在西藏野外采样在西藏野外采样 钟扬钟扬（（左一左一））与学生们与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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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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