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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院士今年89岁高龄，是身边人所
熟知的生活简朴的卢爷爷。但是，这个衣
着简单、生活低调的人，却因2017年的一
个举动，突然成了‘网红’。那年 3 月，他
与夫人徐雪宾颤颤巍巍地抱着一个破旧
的牛皮纸信封出现在华农校内一家银行，
将 10 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学校账户，整
整 880 多万元！这是两位老人毕生的积
蓄，卢院士有一个女儿，但他选择把钱毫
无保留地全部捐给学校……”

这个有关水稻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
学原校长卢永根院士的小故事，是华南农
业大学青年教师党林夕于今年7月1日在
广东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
进事迹报告会上所讲，听者无不动容。40
多天后的8月12日凌晨，卢永根因病医治
无效，永远地离开了牵挂他的人。患病期
间，他亲手签订了捐赠遗体志愿书，希望
以一名院士的身份作最后的医学科普，把
身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

他无数次说，要把一生献给祖国。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他入党70周年之
际，他圆满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赤诚的爱国情怀

卢永根为什么会如此慷慨？这还要
从他最初的人生选择说起。

卢永根在香港出生长大，父亲是英国
律师行的一名高级员工，他从小就接受了
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但在 1941 年，
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时，太平洋战争爆
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父亲将几个儿女送
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
根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
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从小经历流
离苦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
情怀。

念高中时，他作出了与同龄人不一样
的选择：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在港前途更
好的英文学校，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受
学校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1947年，他加
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
青年同志会”，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
年，他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
一名“地下党员”。

期间，卢永根考入岭南大学就读。经
历全国院系调整后，他来到华南农学院，
与一生的恩师——华南农学院第一任院
长丁颖教授相遇，毕业后更成为丁颖开展
水稻研究的得力助手。丁颖是中国科学
院院士，曾留学海外，致力于水稻育种研
究，有“中国稻作科学之父”的美誉。

丁颖是院长，卢永根是学生，年龄相
差 40 多岁。可是，卢永根却成功说服当
时已 68 岁的丁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
在当时广州地区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巨
大反响。对此，卢永根曾回忆，与老师的
这份“忘年交”友谊一直暗含着一份默契：

“学术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领路人，
但在政治上，我是先行者，是进步青年，我
要告诉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信仰。”

这一信仰在卢永根看来，必须终生
践行。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
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
国。”改革开放后，卢永根曾以公派访问学
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
校留学。留美期间，在美国的亲人竭力说
服他留下来，卢永根却坚定地说：“我是中
国人，祖国需要我！”

是啊，如果他一走了之，丁颖老师毕
生收集托付给他的7000多份水稻种质资
源将何去何从？他这一走，这个领域的研
究又要多少年才能赶上其他国家？

卢永根回到了祖国。在他的感召下，
一大批水稻育种专家也选择回国报效祖
国。卢永根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农业科
学家。2017 年，他的学生刘耀光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被传为
佳话。

近年来，卢永根长期卧病在床，无法
正常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在他的要求下，
一个特殊的临时党支部在医院病房成
立。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卢永根院
士病房临时党支部”开展了学习十九大报
告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卢永根身体虚弱，
但坚持全程参与学习和讨论。他说自己
心情很激动，仿佛回到了刚入党时的那
一刻。

卢永根去世后，他的遗孀——华南农
业大学离休教授徐雪宾，将装有1万元的
信封交给学校党委，这是卢永根生前嘱托
她转交的特殊党费。

一世情缘结水稻

在广袤的大地上，农民的生活曾经十
分艰辛，靠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
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研究的课题。

在党林夕看来，水稻遗传育种领域的
理论性研究曾经很缺乏，基础研究又很难
出成果，卢永根却选择啃下这块“硬骨
头”，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非常
不易。

据他回忆，老校长卢永根常常像普通
农民一样，挽起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
步一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
稻”，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要么在山
区，要么在荒芜的沼泽地，但卢永根从不
放弃。有一次，已经 70 多岁高龄的卢永
根带队去广东清远一座荒山采集野生稻，
爬到半山腰，已是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
要上山，学生们只好连搀带扶，架着他慢
慢往上爬。山路崎岖陡峭，好不容易才爬
到山顶，学生们想让他先歇一歇，他却说：

“找！赶紧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宝贵的野生

稻。亲眼见到野生稻的生长环境，疲惫不
堪的卢永根异常激动。他俯下身紧紧握
着稻穗对学生们说：“作为一个农业科学
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

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
节。”

就这样，长期奋战在农业科研一线的
卢永根，在水稻的遗传资源、经济性状遗
传、雄性不育遗传、杂种不育性遗传等研
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协助丁颖院士开展中国水稻品种
的光温生态研究期间，卢永根随丁颖奔赴
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河北、山
西、山东等地，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
状和栽培方法。丁颖病逝后，卢永根勇挑
重担，牵头完成了后续研究工作。他保存
下了丁颖生前收集的 7000 多份稻种，后
来逐渐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
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
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1978年，卢永根主持完成了《中国水
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成为我国水稻
育种工作者最重要的参考书。他所提出
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创新学术观点，
被业界认为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近年来，他还带领研究团队选育出作
物新品种 33 个，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卢永根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
的教育家。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
（1984 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开启了
近 12 年的校长生涯。期间，他借助从国
外学习的经验，大刀阔斧地改革，推动了
华农的跨越式发展。

华农原校办主任卢吉祥回忆，担任校
长期间，卢永根顶住压力，破格晋升了“华
农八大金刚”，打开了华农人才培养的新
通道。

1987年，华农的人事改革成为全国关
注焦点：破格晋升 8 名中青年学术骨干，
其中 5 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
教授，破解了人才断层困局，打破了论资
排辈风气。如今，这些当年被破格晋升的
青年才俊，已成长为政界、学界的优秀人
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中国工

程院院士罗锡文、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
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华南农业大学原校
长骆世明等。

“在那些难以被人看见的日日夜夜，
他逐步为学校的长远发展铺就了道路。”
骆世明深有感触地说。

满室旧物慷慨捐资

在少年时缺衣少食的逃难生活中，卢
永根曾接到父亲特意捎来的亲笔家训：

“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
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这些家训他终
生铭记。他不在乎名，不在乎利，但求这
一生有意义。

2017年3月，卢永根撑着孱弱病躯和
夫人将毕生积蓄8809446.44元全部转入
华南农业大学账户，设立教育基金。他叮
嘱，“这笔捐款要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生，嘉奖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资
助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前来讲学
交流”。

“10多个存折，每笔转账都需要输密
码、签名，前后足足花了1个半小时。然而
他们做出这个捐赠决定究竟考虑了多久？
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切仅发生在几秒钟
之内。”党林夕在事迹报告会上动情地说，
当时，卢院士病重，与夫人商量后事安排
时，他就说了一个字：“捐！”夫人马上懂
了，立刻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一年，
卢永根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慷慨捐赠的背后，是近乎苛刻地节
约，以至于让他获得了“布衣院士”的
称号。

卢永根的同事回忆，他的家中一直
在使用上世纪 80 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
床、旧电视，虽年事渐高，却一直住在没
有电梯的五楼居室。入院治疗前，他几
乎每天最早赶到办公室，忙碌地做科研、
回邮件。到了中午，他拎着一个铁饭盒
去学校饭堂，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再
慢慢地将饭菜吃干净。和水稻打了一辈
子交道，卢永根总会善意提醒那些浪费
饭菜的学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长成一碗
米饭”？

晴天，他戴着遮阳帽、背着挎包，在葱
郁的校道上安然地等公交车；雨天，他卷
起裤腿，蹚着雨水往家走……他成了校园
中的一道风景线，让人难以忘怀。

正是这道朴实的风景线，给予了很多
人希望。党林夕说，一直以来，卢永根都
通过各种途径去帮助困难学生，帮他们改
变命运。看到学生刘向东有机会去香港
进修，但因经济困难而顾虑重重，卢永根
便借钱给他，并提供行李箱等用品，鼓励
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他甚至把广州花
都祖辈传下来的两家商铺赠予当地小学
作教育基金，至今，该基金已资助师生近
3000人。

满室皆旧物 布衣好耕读
——追记水稻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永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近日，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
冲脉镇冲脉社区，党的十九大代
表韦美芬创办的“养蚕工厂”开始
了今年最后一拨忙碌。韦美芬既
要组织员工养最后两批蚕，又要
筹备新一轮养蚕成果评选活动，
工作的脚步一刻不停。

今年 52 岁的韦美芬是冲脉
社区主任，她既是经济能人，又是
致富带头人。早在2006年，韦美
芬凭借成熟的种桑养蚕技术就挣
到了“第一桶金”，迅速走上致富
道路。但她致富不忘乡亲，为了
壮大桑蚕产业，她投入10万元开
办了全县第一家小蚕共育基地，
将养好的小蚕提供给村民饲养，
以解决小蚕难养的技术难题，带
领更多村民种桑养蚕增收致富。

按照“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在养蚕基地里，韦美
芬带头推广小蚕共育、工厂化养
蚕等先进养蚕技术。基地聘请的
20 多名村民及贫困户成了养蚕
工厂的“职工”，韦美芬则作为“车
间主任”带着大家按时采收桑叶，
统一喂蚕、统一防病、统一管理。
职 工 们 不 仅 每 个 月 可 以 领 到
3000元左右的工资，还能把学到
的养蚕技术带回家，自己养蚕增
加收入。在村民的眼里，韦美芬的养蚕基地俨然成为
了一个扶贫基地。

其实，韦美芬创办的“车间工厂”作用不只如此，蚕
种配送、跟踪服务、技术指导也是她的主要工作。

“那时别人家养一张蚕能收 180 斤蚕茧，我只收
70 多斤。”2014 年，冲脉镇古岳屯残困户廖生双刚开
始养蚕时，既缺资金又缺技术。韦美芬上门为他配送
蚕种时得知情况后，钻进他家蚕房仔细查看一番后得
出结论：蚕房湿度高，消毒不到位，蚕宝宝患了浓病、僵
病。此后，韦美芬隔三差五就登门指导，给蚕房通风换
气，撒石灰粉消毒，还为他送来蚕药，手把手教他分蚕，
优选健壮的大蚕，将弱小、患病的蚕淘汰掉。一年后，
廖生双养蚕成活率一批比一批高。如今，他每年能养
殖 12 批蚕，每批能收获 100 多斤蚕茧，养蚕年收益 2
万多元，2016年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为帮助贫困群众发展桑蚕产业，韦美芬的“养蚕工
厂”培育出小蚕后，她以低于市场价供应给蚕农，并提供
免费技术指导，让蚕农既获得成功也获得效益。对致富
无门的贫困村民，她则赊销蚕种给他们。近年来，韦美
芬赊销给贫困村民的蚕种、蚕药达100多万元。

此外，韦美芬通过自己授课和邀请桑蚕专家授课
的方式，免费为蚕农和贫困户提供技术支持，辐射带动
了800余户村民种桑养蚕。如今，冲脉镇的桑园面积
超过1万亩，仅养蚕一项户均收入就超过9300元，一
大批村民及贫困户实现了致富增收。

上班时间，韦美芬要处理社区的大小事务，业余时
间她不是在蚕房，就是下村送小蚕，搞培训。当上“扶
贫微车间”主任的韦美芬感到充实又有成就感。“一人
富裕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韦美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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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岁的姚建民是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宁货运
中心二连装卸车间起重机司机。自1986年参加工作
至今，他与起重机“形影相伴”30多年。

穿针引线，是姚建民对自己工作的比喻。每一次
用锁具吊挂集装箱，每一次将集装箱准确平稳地装进
列车货厢，都需要他分毫不差的操作。

“现在每天比过去忙多啦，虽然忙，但心里舒坦。”
姚建民说，“我的最高纪录是一个班组吊装97个集装
箱”。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是我国与蒙古国贸易往来的重
要陆路口岸，姚建民所在的二连装卸车间几乎每天都
要吊装从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由二连浩特口岸进入
我国的货物。30多年的工作经历，让姚建民深刻感受
到国家的发展变化。

“穿针引线”三十载
文/摄 唐 哲

操作间正中央有扇小窗户，姚建民不论任何天气
都要开着它。“这样既能保障下方工友的安全，也能更
好地把握集装箱的位置。”姚建民说。

姚建民拆除龙门吊夹轨器。过去一个班组时间吊
装的集装箱大约有15个，随着二连浩特口岸中欧班列
过货量的增大，普通吊装任务比以前多了。

国家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团队与卢永根院士（左四）在田间观察水稻生长情况。 （资料照片）

卢永根院士（中）和徐雪宾教授（左）捐出毕生积蓄880余万元。 （资料照片）

“您彰显了中科院院士称号的荣誉所
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曾在致卢永根的
慰问信中这样肯定他一生的功绩。一心
向党、一生爱国、一心治学、一世恭俭。终
其一生，卢永根都在追求人生的意义。他
用毕生的言行向世人诠释了一位老共产
党员、老科学家、老教育工作者科技报国
的赤诚之心。

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卢永
根1949年在高中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入党70年，从在香港从事地下党活动
的热血青年，到毅然从美国回国的科研骨
干，再到躺在病房参加临时党支部活动的

风烛残年老人，他始终坚定永不褪色的信
仰，始终践行入党初心。正如他在一场题
为《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报告中的
深情表白：“我为什么摒弃比较安逸的生
活，放弃个人名利而回到内地？主要是日
本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
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黄子孙，要为自
己的祖国复兴效力。回内地30多年来，有
过一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过身处逆境的时
候。但我坚信，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
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
安身立命的地方。”

农业科学家就要把根深深扎在泥土

里。卢永根一生谨记父亲“身劳苦学”的亲
笔家训，一生赤脚耕耘大地、奋战在水稻遗
传育种研究第一线。作为我国著名的作物
遗传学家，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勇于
创新，提出了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观点，
培育了30多个水稻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1000多万亩，为解决农民“靠天吃饭”难题
挥洒汗水、贡献智慧。同时，他心系国家教
育事业，从教半个世纪以来，以甘为人梯、
提携后学的大家风范，育得桃李满天下。
在担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期间，他殚精竭
虑，开创人才培养新格局，为拔尖人才脱颖
而出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多少光环加身也要保持“布衣”底
色。卢永根一生从院士到校长，从“全国模
范教师”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身上有无
数光环，却始终保持“布衣院士”的赤诚底
色。“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
话响一点。”这是他在笔记本扉页上所题的
自勉。“满室皆旧物，布衣好耕读。积蓄八
百万，捐赠不迟疑。”这是对他的真实写
照。他用节俭朴素和慷慨捐资的鲜明对
比，向世人展示了院士群体“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

“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
扎根在人们心里。”在卢永根获评“感动中
国2017年度人物”时，这句颁奖词打动了
无数人。卢永根矢志报国的崇高理想、勇
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的人生态
度，向社会传递着巨大的正能量，它必将
激励更多科技工作者投入到科技报国的
征程中，将激励无数后辈投入到奋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

但 求 一 生 有 意 义
郑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