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22 日因病去
世，海外各界纷纷表达哀悼，表示他的逝

世是巨大损失，他留下的遗产必将被世代
铭记。

马达加斯加农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长
拉纳里韦卢在悼念袁隆平时， 重点提及这

位东方科学家的科研成果， 帮助本国水稻

种植者将产量从每公顷 3?提升到 10?，

“愿袁隆平消除饥饿的愿景在马达加斯加

得以实现”。

莫桑比克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执
行经理胡计高说，赛赛农场用的全是中国

的种子和种植技术，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粮
食产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这个目标

朴实无华，却意义重大。 胡计高表示:“袁
老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在水稻种植农业

研究和实践中不断进取，并朝着这个目标

迈进。 ”

巴基斯坦嘎德农业研究与服务公司首

席执行官马利克说，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

术在许多国家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改善，“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会缅怀

他”。 “在巴基斯坦农村地区，杂交水稻技术
已为脱贫做出贡献。 ”

“在菲律宾，种杂交水稻的农民都认识
袁隆平，”被称为“菲律宾杂交水稻大王”的

林育庆说， 菲律宾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超过

100万公顷，每公顷最高产量达到 15?，是
当地传统水稻品种的 3倍。 在菲律宾的农

贸市场和大型超市， 都可以买到杂交水稻

产出的大米。

袁隆平逝世后， 多个国际组织也纷纷

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

联合国官方微博发文说：“袁隆平院士

为推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造福民生做出
了杰出贡献！ 国士无双，一路走好。 ”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社交平

台上发文说：“今天，我们缅怀一位真正的
粮食英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通过率先培

育的杂交水稻品种， 使千百万人免于饥
饿。 ……他为消灭饥饿留下的遗产以及使

命将被牢记并传承下去。 ”

新华社北京 5? 23日电

这是一位“真正的粮食英雄”

    昨天，雨始终淅淅沥沥下着，在海军军

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沉痛悼念吴孟超院士”的横幅庄严

肃穆，不断有医生、患者、学生等市民群众
前来悼念。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

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5月 22日 13时 02?在上海
逝世，享年 99岁。

在医院三号楼广场设置的灵堂内，摆
满了大家送来的花圈。前来悼念的人手捧

白菊，鞠躬、敬礼，与吴老作最后的告别。灵
堂前的一块电子屏上，不停播放着吴老生

前的影像。
队伍蜿蜒很长，人们静默不语，有人噙

着眼泪，有人眼眶通红。医院们外，手捧白
菊的市民陆续赶来，有人不知道具体位置，

就到门口打听，表示自己想来向吴老作最

后的道别。
“真的很感谢他，救了那么多人。”患者

家属王女士眼眶红了，他的丈夫患了肝癌，

几天前动了手术，如今已经可以下床了。
“如果没有吴老建立的‘常温下间歇肝门阻

断’肝脏止血技术，可能今天就做不了这样

的手术，更不会恢复得这么快。”
这两天，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

二科医生傅晓辉不断接到全国各地医生、
患者发来的消息，“很多人一下子无法赶

来，就委托我送来花圈，灵堂里很多花圈、
花束，都是全国各地的医生和病人快递送

过来的”。
“吴老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坚持为病人做

手术。我们有时候怕他辛苦，给他少安排一
点，排少了他就会不高兴，说‘怎么？嫌我老

了？’。在我们眼中，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可
爱、特别真实的老头。”傅晓辉哽咽着说。现

在一个县级医院，就可以做很复杂的肝脏手
术，而在以前，这些手术全国只有两三家医

院能做，就是在吴孟超院士的大力发展和推

动下，中国肝胆外科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
戴炳华是吴孟超“学生的学生”，现在

是该院副主任医师。2005年进入东方肝胆
外科医院后，他长期协助吴孟超管理病人，

对吴老有深厚的感情。戴炳华最后一次见
到吴老，是他在长海医院住院的时候。戴炳

华回忆，刚开始，吴孟超还能够坐在沙发

上，能和他们交流。“他还问我，小戴，你最
近有没有写什么东西？有没有看什么文

献？”他动情地说：“吴老精益求精的精神，
永远是我们后辈的榜样。”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护理部主任李

丽 22日在朋友圈发文悼念：“有幸在您（吴
孟超）身边工作 25载，感恩您对我个人的

培养与信任，感恩您对护理团队的关心与
爱护。忘不了的一幕一幕，痛彻心扉，愿您

在天堂里不再遭受痛苦。”
记者获悉，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于 5

月 23日至 25日在上海市长海路 225号三

号楼广场设置灵堂，接受吊唁。吴孟超同志
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6日上午 8时 30?在

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
本报记者 郜阳

    “人这一辈子总要遇到挫折，

无论成功或是失败， 都要总结经
验！ ”“生活艰苦有它的好处：催人

奋发图强。现在的年轻人依然要奋
发图强，因为我们的国家离世界一

流强国还有一段距离。 ”十五年过
去了，不少读者仍然记得吴孟超院

士在 2006年做客第 13期新民科

学咖啡馆时的所言所感。

那年 1月 16日傍晚，刚从全

国科学技术大会载誉而归的吴孟
超走进本报新民科学咖啡馆，与

百多位读者交流谈心。 大家注意
到，但凡问及个人成就，吴老的回答

只有寥寥数语，真正令他打开话匣
子的议题，无外乎他最挂心的人。

那天，吴孟超在开场的答谢辞
里有一段特别的“表白”：感谢所

有的病人给我力量和智慧！吴老
特别爱看病人的来信，说起来总

是如数家珍：一位取出了肝脏肿
瘤的女大学生恢复得很好；一位

病人手术很成功， 全家都得到了
“解放”……他一直记得老师当年

的教诲：医生的责任在于背病人过
河。 吴老说，有时候只能把病人“背

到河中央”，心情很沉重。 只有继续
研究，才能把更多的人“背过河”。

用科普的方式把自己从事的研究与大家交
流也是吴老的爱好之一。 每次说起肝脏的功能，

他都会这样比喻：“肝脏的功能很复杂， 就好比
一座化工厂， 所有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要经过

它的分解和制作。 它不会加班加点，所以一旦你

吃多了油炸类食品和肥肉，肝脏就成了积油的仓
库，会形成脂肪肝，积多了，还会导致肝硬化。 ”

“德才兼备的杰出科学家，深切缅怀！ ”

“肝胆相照，国士无双！ 吴老，一路走好！ ”昨

天到现在，曾参加过那场活动的读者在本报

留言区这样缅怀。 本报记者 郜阳

真的很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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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呜咽，大地悲鸣。“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同志遗体送别仪式，今天上午 10时在

湖南省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众多长
沙民众前来为袁爷爷送行，更有从全国各

地专程赶来的人们，只为对他道一声“谢
谢”！“从此以后，碗中有米，心中有您。”

5月 22日 13时 07?，“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因病在长
沙与世长辞，享年 91岁。

送别仪式现场庄严肃穆，哀乐低回。铭
德厅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

痛悼念袁隆平同志”，横幅下方是袁隆平同
志的遗像。袁隆平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
吊唁悼念袁隆平爷爷的房间外围，被

层层花海环绕包围，满满的花束堆放格外
整齐。清晨 5时许，殡仪馆外已有稀疏的人

流，7时许，大量吊唁民众来到现场，当中有
老年人、年轻人、学生，也有父母带着孩童，

他们手持鲜花，神情肃穆，有序排队，眼中
溢出无尽悲伤，人们郑重地摆好鲜花，深深

地鞠躬，向敬爱的袁爷爷告别。悼念的人群
掺着各地的口音，却有着同样的叹息。

热泪，一次次滑落；声音，一次次哽咽。
有老人坐在墙边角落，掩面流泪；有农

民赶来献上鲜花，抹着眼泪说“他真是把希

望的种子撒在了中华大地上，真的很不
舍！”有孩童听妈妈讲了袁爷爷的故事，非

常感动，今天要求从幼儿园请假，前来送别
袁爷爷；很多是拖着箱子，从车站或机场直

接赶来，生于 1987年的小伙子昨天就从广

东赶来，他说，从小爷爷和爸爸就跟他讲，

如果没有袁爷爷，饭都吃不饱，所以无论多

远，都会回来送别，说着说着，泪水湿了眼眶。
有外卖小哥说，今天一早，从全国各地

下单送鲜花的人就络绎不绝，一名手捧四
五束鲜花的快递小哥已是第二趟赶来，他

受上海、南京、江苏、北京等地客人委托，将
订好的鲜花送来；馆外路边，免费接送吊唁

民众的出租车队前，驾驶员们身着蓝色上

衣黑色长裤的统一正装，肃立车旁，手持黑
色条幅，上书“国士无双，名垂千古”“袁爷

爷，您一路走好！”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吊唁厅前坪
也成了花的海洋，中心外的东湖路边，摆放

的鲜花绵延约 800米长。花束中的寄语令
人泪奔：

“我们定当努力，不负韶华，做一颗向
上的小种子”

“如果天堂有模样的话，我相信那里的

水稻会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把那么长，
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

“爷爷，我想你了，做梦梦到你了”
“我们会乖乖吃饭、好好长大”

“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你”
“悼念您最好的方式，就是珍惜每一粒

粮食”
吊唁完毕，人们还舍不得离去，站在路

边静静守望。
有位老师说：“我会恪守自己教书育人

的本职，告诉我的学生，有位伟大的老人说过
‘吾辈当自强’。”袁爷爷曾说过：“人就像一粒

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有人说：“以后，我们
帮您把种子，撒向更远的地方！”

袁先生千古！
本报记者 姜燕

各地人士为袁隆平院士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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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深情悼念吴孟超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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