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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书记与第一书记““三同三同””

5月 22日，长沙的上空弥漫着凝
重和哀伤！13时 07分，我们尊敬的、
亲切的“袁爷爷”走了……

“袁爷爷，一路走好！”下午 4
点，运送袁隆平遗体的车队从湘雅医
院出发前往殡仪馆，群众自发走在芙
蓉大道两旁送别袁老。听着那声声高
喊和持续的鸣笛声，看着人群跟随着
灵车小跑前行……人群中，有的扶了
扶眼镜框；有的揉了揉鼻头；有的抹
了抹眼角……

得知消息时，记者正在从乡下回长
沙的路上。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溢满
眼眶。也许每个人都一样，希望这个消
息永远是假新闻！大家在心中默默祈祷
着，希望他能真的实现去年11月 3日
在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3000
斤新闻发布会上的承诺：“我身体还可
以，脑瓜子还没糊涂，我还可以继续工
作，继续做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有
益的工作。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
从‘90后’一直干到‘00后’。”

可惜，袁老的生命停止在了91岁
……

2010 年 3 月 3 日，全国两会期
间，记者接到报社的任务——就转基

因食品安全问题采访袁老。“如果转基
因抗病虫的水稻要人体做实验，我将
第一个报名。”时隔11年，我还清楚
地记得袁老身上的那份认真、韧劲和
担当。

当时袁老告诉记者，长期在湖南生
活，不太习惯北方气候，来北京开会这
半个月皮肤干痒得厉害。看得出，当时
他身体有些不舒服。他说，因为是湖南
记者站的同志，才接受了我的采访。小
组讨论结束后，他非常认真地与我谈了
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因为我的顺利开
场，另外几家央媒记者也借机采访了袁
老。后来我又到了袁老所在的小组，转
告老人家，湖南省媒记者也想和您聊
聊。虽然有些疲倦，袁老还是爽快地
说：“湖南来的，没有问题！”那天的采
访十分顺利，同行们也心疼袁老，集中
采访、把控时间。

“我们研究中心的每个人心情都很
沉重，这种沉重，不是小群体的，而是
大群体的，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湖
南省政协委员、湖南杂交水稻中心研究
员常硕其告诉记者。下午2点多研究中
心发通知，说袁老可能要最后一次来巡
院子，于是，研究中心院子里保持安安

静静，谁都不想吵到袁老。下午3点开
始，同事们都来了，群众也来了……在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有袁老奋斗的
岁月、悉心培养的人才，以及伴随他的
一草一木。

下午4点50分，载着袁隆平灵柩
的车队驶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家
属希望袁老再看一下，自己生命所系的
事业和他最亲爱的同事和学生。“灵车
走后，人群不愿散去，晚上还有许多群
众陆续到中心送花悼念。”常硕其告诉
记者。

“我无法相信/你这样胸有海岳/情
系天下苍生的神农/会走向缥缈的天国/
岂止我/一定还有江河……”“有的人活
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
着/袁隆平/你是我们灵魂的火把/始终
有不灭的光芒闪耀/还有你的音容和琴
声/也在滋润异国田野的希望……”。曾
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谭仲池写下了

“致袁隆平”的诗歌，字里行间深情表
达的是与袁老共事过的领导、政协委员
和同事们的共同心声……

从下午1点多到凌晨，湖南政协机
关“政协之家”微信群里，满屏都是关
于“袁老一路走好！”的默哀和祈福。

机关六楼灯火通明，离退处的同志们深夜
还在紧锣密鼓地安排吊唁这位老副主席的
相关事宜。

“袁老平易近人，在担任全国政协委
员和省政协副主席期间，高度关注‘三
农’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生产的大事，
提出了许多建议。袁老对要事指挥若定、
十分注重细节，各个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深
刻影响。”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委员、杂交
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启云，在导师
袁隆平院士的指导下，先后在杂交水稻生
理生态、遗传育种、分子育种以及超级杂
交稻育种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
在两系杂交稻基础理论、育种和应用推广
等方面颇有建树。作为袁老的学生，此刻
他强忍悲痛。

“我们的下一步目标，是要把第三代
杂交水稻的品种和培育技术向全省全国的
水稻产区推广，做到两分地就可以养活一
个人，一亩地就可以养活五个人，为国家
的粮食安全作出新贡献。”在去年新闻发
布会上，袁老对记者们说。

正如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官网悼
文：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未竟的
事业，继续追逐“禾下乘凉梦”和“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

泪目！载着袁老灵柩的车队回到了他牵挂的地方……
本报记者 刘洋

新华社电（记者 袁全 龚雯）细
雨沥沥。23日，吴孟超院士的追思活
动在其生前工作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举
行，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他们眼泛泪
光、脚步缓慢，用一束束鲜花和一次次
鞠躬，表达着对吴院士的深深爱戴和依
依不舍。

5月 22日，“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吴孟超院士走完了人生，享年99岁。

记者在追思活动现场看到，这里庄
严、肃穆。灵堂中央一副挽联让人对吴
院士的一生钦佩不已：一代宗师披肝沥
胆力拓医学伟业，万众楷模培桃育李铸
就精诚大医。

前来吊唁的不仅有吴院士的同事、
学生，还有患者家属，以及自发带着孩

子一同前来的市民等。
“吴老对我来说，是老师，也像是

父亲。”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超声介
入科主任医师陆正华说，从他走上工作
岗位至今，吴院士对他的帮助和教诲已
伴随他40余载。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有他的指
导，也正是有了吴老，才有了我们今天
的肝胆外科事业。吴老永远是吾辈的航
标与楷模！”陆正华说。

“我们今天是专门带孩子从浦东赶
过来的。”上海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昨
天她一直在跟儿子讲吴院士的事迹，孩
子很受感动，在得知今天追思活动对公
众开放后，表示一定要来送别吴爷爷。

“在向吴院士表达崇敬之情的同时，
也希望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愿他能

向国家的‘脊梁’学习。”陈女士说。
同样专程赶来现场的还有在上海体

育学院上大一的沈于昕。“我外公之前
得了肝癌，就是在这里医治的。”沈于
昕说，虽然她外公不是由吴院士亲手治
疗，但是吴院士不平凡的伟大事迹让她
深受感动，也为她之后的学习和人生道
路增添了满满动力。

“真心感谢大家前来。”吴孟超院士
女儿吴玲泪眼婆娑地说，父亲这辈子工
作了70多年，永远想着怎么创造更好
的条件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对病
人亲如家人，甚至比家人还亲。“反而
是对我们的爱很深沉、很含蓄，下班回
家的生活也很简单，就是吃饭、看报、
写日记和休息。”

“刚开始我们还劝他年纪大了要注

意休息，后来我们也不说了，说多了他会
生气。因为工作就是他最开心的事情，直
到前几年，父亲坐着轮椅，还要去他一手
筹备的位于嘉定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安亭分院看看，来回车程2个多小时，老
人家一点也不觉得累。”吴玲说。

“父亲总觉得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奋
斗，今天我想对他说，请您放心，您留下
的精神财富永存，我们会铭记在心，努力
传承延续。”吴玲说。

记者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获悉，吴孟超
院士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6日上午在上
海市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海军军医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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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冒雨吊唁吴孟超院士

“春风拂拂地吹来，桃花夭夭开放
了，革命总会成功，自由、平等、幸福——
理想的社会就在这里！”这是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的第五届毕业生谢铁民在被囚
禁期间写的铁窗小诗。1927年，他被敌
人杀害于桂林，牺牲时只有23岁。5月
12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政协

“促进互联网游戏产业健康发展”专题调
研组的委员们驻足于展板前，细细品读农
讲所学员们为革命工作作出的贡献。

5月10日至18日为期9天调研，调
研组走访了20多家互联网游戏企业以
及产业园区，召开两场座谈会，在紧张而
忙碌的日程之外，调研组成立临时党支
部，利用休息时间抓紧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参观了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
习所旧址、范文澜故居、鲁迅故居。调研
组组长、调研组临时党支部书记、全国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陈际瓦
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是今年全党的重要
任务，也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
贯彻到政协的各项工作中去。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孙庆聚在参观中不时举起手
机拍摄照片，因为“想把这些感人的事迹
记录下来”。从1924年到1926年，广州
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举办六届，彭湃、罗绮
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先后任一至五
届主任，毛泽东任第六届所长，共招收
800多名学生，他们在校学习革命理论、
接受军事训练，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奔
赴各地发动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看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先行者，他们
怀着一腔赤诚、激情奔涌地投身革命时
只有二三十岁的年纪，有些甚至牺牲时
只有二十几岁，但他们的探索、奋斗启迪
着后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
籍馆副馆长陈红彦说，正是革命先辈的
前赴后继，才有了今天我们幸福的生活。

这是一股磅礴的青春力量。
“他们忠于自己的信仰，怀抱为党的

事业、为国家和民族解放奋斗的初心，那
么年轻却能那么坚定、那么义无反顾献出宝贵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一面
旗帜，值得我们铭记。”孙庆聚表示，在调研路上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是一
种创新，这些鲜活生动的素材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的光辉历史和优
良传统，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除了参观学习外，调研组还将调研的内容本身与党史学习教育相
融合，让人感受到另一种青春风采。

戴上VR眼镜，眼前展现出数个党史题材展览场馆，手指轻点，便
可挑选自己喜欢的展览观看，视频、音频、图片应有尽有；又或者借助
VR装置走进雪山之中，体验红军过雪山的艰辛与伟大；还能在虚拟世
界里漫游嘉兴南湖红船……

网络游戏具有沉浸体验、交互性强等特点，非常受年轻人喜爱。作
为创新的文化载体，游戏在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文化上
具有很大的潜力，已有一些游戏企业研发革命历史题材的游戏。网络
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精品力作，需要加强引导，打造高质量的产
品，传递正能量。让委员们印象深刻的是，调研中走访的多家互联网游
戏企业都很年轻，员工平均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但他们都把党建作
为中心工作，通过党建引领企业健康发展，践行社会责任。

“我们研究互联网游戏，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中看到未
来。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我
们为什么要出发，由此来指导我们对互联网游戏产业的发展和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丁元竹表示，
要在党史学习中，进一步明确我们调研的方向和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做好调研工作，推动互联网游戏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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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实施“十四
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之际，我参加了全国政协“学习百
年党史，增进‘四个认同’”党外委员专题视
察团于5月12日至18日赴江西、贵州进行的
专题视察活动。

此次视察主要涵盖了1927年至1935年
在百年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
发生地。聆听揭开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军
队序幕的八一南昌起义背后的故事，走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大礼堂，感怀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时刻，
追忆“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娄山关战
役，重温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点遵义
会议，在关押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的息烽
集中营告慰英灵。

一路视察，先辈们为了新中国浴血奋
战的光辉岁月也鲜活了起来。

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中国共产党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
来的。毛主席曾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
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
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救国救民的理想信
念使早年共产党人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仍
然坚守革命理想，有的像贺龙元帅那样抛弃
荣华富贵，更有无数的张露萍和华屋17位烈
士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人用生命
捍卫信仰，在黑夜茫茫的时代好像闪耀的星
辰守望着“可爱的中国”。

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孕育了肩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
党，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记录着中国共产
党的集体智慧。无论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
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还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

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们直面艰难险阻，不断
探索和实践，经历了曲折的革命道路，度过了无数的严峻危机，
坚持实事求是和勇于开拓创新使中国共产党从挫折走向胜利。

今天，我们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在一处处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坚定理想信念，启迪发展智慧，保持思想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医药卫生
界委员，我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增进“四个
认同”，把党史学习和工作落实以及政协履职结合起来，发扬抗疫
精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建设健康中国的道路上不懈进取。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那光荣的一天，必将
到来！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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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硕） 5月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
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
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
护力度，有效保护了 90%的植
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 85%的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保护成
效显著。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
椎动物2900多种，占全球种类
总数的10%以上；有高等植物
3.6万余种，居全球第三。

近年来，通过全面加强保
护，许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

中有升，生存状况不断改善。如
大熊猫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1114只增加到1864只；朱鹮从
发现时的7只，恢复到5000余
只；藏羚羊从几万只恢复到目前
的30多万只。

与此同时，我国加快推进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已建成国家公园试点
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1.18 万
处。其中，我国世界遗产总数、
自然遗产和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
第一。目前湿地保护率超过
50%，64处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名录。

我国野生动植物种群持续恢复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
党”，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曲，唱出了沂蒙
老区人民的朴实和善良。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人民政协报社“三
同”活动第十批队员一行5人来到革命老
区、“沂蒙精神”的承载地——山东省临
沂市平邑县。

到达开展活动的武台镇，迎接我们的
不是一位第一书记，而是“浩浩荡荡”的
驻村第一书记方阵。“四大书记”王立
波、郑兆相、庞磊、李环宇，4位来自山
东省政协的同事，现在分别驻村担任第一
书记，成为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亲密
战友”。

2019 年 4 月，“四大书记”来到武台
镇，扎根扶贫两年多，成绩显著、感触颇
深，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情
谊。与“四大书记”一起“三同”，队员
们十二分的激动。

来到武台镇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第
一书记熟悉村貌民情。武台镇蒋里村的第
一书记郑兆相“拔得头筹”，邀请我们先
去他的村里看看。

蒋里村位于武台镇北部，背靠大山，紧
挨蒋里水库，由蒋里村和西王村两个自然

村组成。因为有水，一进村庄，就能看到一
条小河穿村而过。河水清澈、河道整洁；河
里有嬉戏的鸭群，岸边是成荫的树木和修
葺整齐的护栏。远远可以望见一座新建的
木质结构廊桥，村民正在此休息聊天。再
看河岸两旁，村民的民居整整齐齐地排列
着，粉刷一新的外墙上还绘着具有民俗风
情的墙画……虽是地处北方沂蒙山区，蒋
里村却有着难得的水乡风貌。

蒋里村有水，但多年来，水给蒋里带
来的并不是富饶，而是困扰：因为紧邻蒋
里水库，每逢水库泄洪，村里的河水就会
暴涨，沿岸民房就要遭殃。

村民高玉梅和婆婆孙兆娥就住在正对
着新廊桥的房子里。因为桥就在家门口，
高玉梅经常带着婆婆坐在桥上休息。高玉
梅说，这座桥很早以前就有，但因为没有

遮挡、周围环境也不好，所以并没有村民
把这里当作休息的场所。但现在不一样
了，自从第一书记来了，给这座桥修上走
廊、整治了周围河岸环境，这里不仅成了
村里的标志性景观，也是村民们最喜爱的
休闲场所。高玉梅一家人以前还觉得房子
在河边不好，因为每次发水，首先受影响
的就是自己家。但自从桥修好了，这里成
了人人羡慕的位置，因为守着全村最美的
风景。高玉梅也第一次觉得，河里流淌的
不再是困扰，而是“幸福”。

溯水而上，尽头就是蒋里水库。水库四
周的半山坡上，是村民们种满了黄桃和红薯
的农田。上山路上，我们遇到了西王村村
民、村里的网格员高波。得知我们是准备上
山去看水库和新修的蓄水池，她告诉我们：
别看村里就有水库，可以前大家对水库没什

么感情——因为年久失修，最担心的就是溃坝
危险；因为没有蓄水池，每逢遇到大旱，就算有
水库，灌溉山上的田地，依然需要靠人力拉水
上山，杯水车薪，眼看着苗木蔬果蔫秧垂叶，心
急如焚、徒唤奈何。

高波说，除了灌溉的水，上山干活的路
也是大问题。因为生产道路没有硬化，每到
雨季，泥泞的道路极大地阻碍了车辆运输，
赶上山里桃子收获的季节，只能靠人一点一
点往下抬。高波指着如今山坡上的硬化道路
说，现在不一样了，自从第一书记来了，帮
村里争取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上山
的生产路修起来了，农用车可以直接开到田
间地头，运输桃子也更方便了。更让大家高
兴的是，去年水库进行了加固修缮，还在山
上修了蓄水池，把水库的水引到蓄水池。农
田需要灌溉时，就可以通过事先安装的管网
直接引到地里，大家浇地也再不用自己担水
上山了。

庄稼也喝上了幸福水，庄稼人的心里安
了，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郑兆相说，作
为第一书记，村民是否认可你，就是看你能
不能解决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最迫切的问
题。而对于蒋里村来说，解决了水的问题，
就是解决了民生大事。

蒋里村流淌“幸福水”
本报“三同”活动山东小分队

5月21日，人们在瑞金市红井革命旧址群参观。江西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社发

江西瑞金江西瑞金：：““红色故都红色故都””红色旅游升温红色旅游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