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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约 3000公

里外的西北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毫不相及的城

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38年，祖籍杭州的

樊锦诗出生在北京，自 1963 年大学毕业后，她便开始了与莫

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

在 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并

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时期，1958年樊锦诗考

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老师宿白的一番

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一二十年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

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 1962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

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说“敦煌是我

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

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员住土房、喝

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工

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

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感到孤独。”樊锦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

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 世纪初，藏有 5 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

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

族的神经，甚至有人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

缕，砥砺前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语

言文字、文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中国，敦煌

学在外国”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

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

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不

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

依然清晰记得 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樊院长讲述老

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

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

进取’的莫高精神的内核。”

文/新华社记者 魏一骏

在很多人心里，张富清这个名字传

递的感动、带来的震撼仍在延续。

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

富清，今年将步入 97岁高龄。2019年三

四月间，张富清的感人事迹被逐步披露，

为公众所知晓。

年迈力衰，如山的信仰没有变，如磐

的初心没有变。荣誉加身，他依然是那

个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张富清。

1924 年 12 月出生于陕西汉中洋县

的张富清，在西北解放争中立下了赫赫

战功，是一位“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1948 年初，宜川战役打响，国民党

军整编第 90 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

圈被歼。作为在该师干杂活儿的杂役，

面对我军给出的回家可以发路费的优待

政策，张富清毅然选择参加革命，成为英

雄部队359旅718团的一员。

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起”

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后发生蜕变，最

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英雄”。1948

年 8月，壶梯山战斗打响，担任突击组长

的张富清，“攻下敌人碉堡一个，打死敌人两个，缴机枪一挺，

并巩固了阵地，使后边部队顺利前进”。他因此荣立师一等

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响。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

张富清携带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 16 个手榴

弹，夜间攀上寨墙，炸掉敌人两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守

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

予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授特等功。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获得一次特等功、三次一

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

1953年 3月至 1954年 12月，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张富清

按照组织安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学习。1955 年 1 月退役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的

鄂西恩施地区工作。

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三省交界的恩施来凤县，一口皮

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

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他甘愿做伟大事业的

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努力奉献，毫无怨言。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从他分管的三胡区供销

社下岗，让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反映出行难、吃水难，他

带着社员四处寻找水源，50 多岁年纪腰系长绳，下到天坑底

部找水。组织修路，他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推动老狮子桥水电站建

设，让两个生产队进入“电力时代”。

1985年 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

行长岗位上离休。

2012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

人民工作”，88岁的他装上假肢，拼命练习一年，顽强站了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锁在箱底、深埋心底，闭口

不提，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 年底，国家开展退

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的战斗英雄身份才得以发现。

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时代

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光环加身，

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

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

文/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在广西南宁市园湖路小学，黄大年同志

先进事迹教育基地的一本毕业纪念册复印件

中，黄大年题写的“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跃

然纸上，也深深地刻在母校师生的心里。

黄大年，1958 年出生于广西南宁，后随

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高考头一天，他走了

近一天的山路，才走到 20 公里外的考场。

1978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

（现吉林大学），就读于应用地球物理系，完成

本硕学业的他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他的同

学毛翔南至今仍珍存着 1982 年黄大年写在

本上的赠言“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992 年黄大年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

目”的全额资助，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

当时 30 个公派出国留学生中的一员。出国

前，黄大年坚定地对同学说：“我一定会把国

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1996 年，黄大年获英

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黄大年曾在英国剑桥一家航空地球物理

公司进行地球物理探测领域的深入研究。他

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

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

技术突破。

在海外的十多年间，他学医的妻子成立

了自己的诊所，女儿也学业有成，一家人生活

安逸。但黄大年从未忘记自己对祖国的承

诺，他总是惦念着母校，经常回访交流，以拓

展师生们的国际视野。

随着国家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

划”，即“千人计划”，在重点领域引进高端人

才，重点支持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带动新

兴学科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归国创新创业。

黄大年得知消息后，毅然说服家人，辞去

职务。2009年底，黄大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

特聘专家，担任母校吉林大学全职教授，并被

选为有关地球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个

项目以吉林大学为中心，组织全国400多位来

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

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和“深部探测关键仪

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两个重大项目攻关研究。

2016 年，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验收会

上，他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 6年的刻苦攻关，

取得的成果入选国家科技创新成就展，与屠

呦呦等多位著名科学家的成果并列上榜。

骄人成果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回国

7 年，他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常常忘

了睡觉、忘了吃饭。2016 年 11 月 29 日凌晨，

黄大年又晕倒在出差途中。回到长春，单位

强制安排他做了检查，可还没出结果，他又跑

去北京出差。

回到长春还没喘口气儿，黄大年就拿到了

住院通知：胆管癌，住院治疗。2017年1月8日，

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去世，年仅58岁。

2017 年 5 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宣传发布“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知识分子”黄大年的

先进事迹，追授黄大年同志“时代楷模”荣誉

称号；2017 年 11 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委员会追授黄大年同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周立权 黄浩铭

舞台上，话剧《种子天堂》剧情进入最高

潮——在缺氧、强风恶劣环境下，钟扬拼尽气

力来到海拔 6000 米的高度。当他终于在一

堆杂草和冰雪中发现那株顽强的雪莲时，就

像父亲看到自己刚出生的婴儿，脸上挂着深

深的喜悦，凝望良久……

海拔 6000米，是目前中国植物学家采样

的最高高度。

2017年 9月，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

扬在工作中遭遇车祸，时年 53岁。钟扬去世

后，先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等称号。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

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生前常说的

话。从教30余年，援藏16年，他带领团队收集

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帮助西藏大学

建成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团

队。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颗追梦的“种子”。

青藏高原有超过 2000多种特有植物，然

而，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长期没有

我国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2001 年，醉心基

础科研的钟扬只身前往青藏高原，寻访植物

标本，探寻生物进化轨迹。此后 10 余年，从

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

藏布江边，都留下了钟扬的身影。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地方

采集种子？”面对质疑，钟扬回答：“眼前的确

没有经济效益，但国家需要、人类需要这些种

子。做基础研究，心里想的就是‘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除了 4000万颗种子，钟扬及其团队还将

全世界仅存的 3 万多棵西藏巨柏登记在册，

为珍稀巨柏筑起保护屏障。他们从采集的高

原香柏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

会认证；他们寻找到雪域高原上的拟南芥，为

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支持……

回忆钟扬，很多藏族师生说，他就像绽放

在“生命禁区”里的格桑花。

来到西藏，钟扬感到，这里需要的不仅仅

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

他由此萌发另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

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为此，钟扬不放过任何一颗可在当地生

根发芽的“种子”。援藏期间，他累计培养了

6 名博士、8 名硕士，他们多已成长为我国民

族地区急需的科研教学骨干。在他的帮助

下，西藏大学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队”。

“他不是来办几次讲座，做几个项目，而

是真正把复旦大学最新最好的科研和管理经

验毫无保留地输送给我们。”在西藏大学研究

生处原处长欧珠罗布心里，钟扬就是耕耘在

科研、教育战线的孔繁森，为民族地区的教育

工作者点亮了心灯。

长期的高原生活和过高的工作强度，使钟

扬心脏肥大，血管极度脆弱，每分钟心跳只有

44下，但只要说起援藏的事，他总有一种紧迫

感。“我再给自己十年时间。”钟扬多次这样说。

种子回归大地，必将绽放新生。精神的

火炬，照亮无数人的心灵。

《种子天堂》是复旦大学师生根据钟扬先

进事迹编排的话剧。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创作团队重新打磨剧本，并在演员

阵容中注入“00后”青春血液。导演表示，这

正是“种子精神”永远年轻的体现。

文/新华社记者 吴振东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南陆之声。

晚上 8点，陪伴每一个身穿迷彩的你，我是主

播杜富国……”温暖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

排雷英雄杜富国正在讲述军营的故事、排雷

的故事……

杜富国，1991年 11月出生于贵州省遵义

市湄潭县，2010年 12月入伍，上士军衔，南部

战区陆军某大队士官，曾荣立一等功，被评为

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自

2015 年开始，他积极报名参加边境扫雷行

动，先后进出雷场 1000 余次，累计排雷排爆

2400余枚，处置险情20多次。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下午，在执行云南边

境人工扫雷任务时，杜富国和战友艾岩突然

发现一枚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面对疑点

重重的爆炸物，作为组长的杜富国命令战友

“你退后，让我来！”排查过程中，突遇爆炸。

生死瞬间，杜富国用身体保护了身后的战友，

而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双眼……

三天三夜，连续5次大手术，杜富国终于闯

过了鬼门关。恢复知觉后，他第一句话就问：

“艾岩怎样？”

提的第一个要求：

“赶紧治好我的伤，我还要去扫雷！”

每天，杜富国的双眼和浑身的伤口，都需

要清洗换药。撕裂般的疼痛，让常人难以忍

受，但他硬是一声不吭地坚持了下来。因为

他心中有一个目标：早日重返雷场为人民群

众排除雷患。

当得知自己失去双眼双手的残酷现实后，

他稍作沉默，反而安慰起领导和医生：“我不能

扫雷了，但我还可以给人们讲扫雷的故事。”

起床号、开饭号、熄灯号……在医院康复

治疗期间，每天周边军营嘹亮的军号声，成了

他认知时间、安排生活的时间表。

清晨，在军号声中，杜富国起床、穿衣、洗

脸、挤牙膏、刷牙……慢慢地，他逐渐实现了

生活的自理，甚至能把被子叠成部队标准的

“豆腐块”。

上午 9 点到 11 点半，戴着智能假肢的他

开始练习写字，“永远前进”是他常写的四个

大字。“字写在纸上是有声音的，要听每一个

笔画在纸上摩擦的声音来判断位置。”他靠着

受损的听力落笔。现在，杜富国的字写得特

别有力量、给人以希望。

杜富国的英勇事迹经媒体报道后，被广为

传颂。他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感动中国

2018年度人物”、第七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还被中央军委授予“排雷英雄战士”荣誉

称号，荣获“最美奋斗者”和“时代楷模”称号。

很多人记住了杜富国的那句“让我来！”

这是他用生命奏响的时代强音，是用“生命担

当使命”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新时代伟大

征程中吹响的冲锋号角。

如今，讲军营的故事、讲排雷的故事成了

杜富国喜欢做的工作。为此，他积极练习普

通话。吐字、发声，一字一句，开始时虽然学

得吃力，但经过反复练习，他的声音也渐入佳

境，磁性中带着更多的自信。

声音传递能量、精神鼓舞四方。“播音员

杜富国”的系列节目，被许多媒体平台搬进教

育课堂，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

材。部队官兵说：“杜富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不怕牺牲、顽强拼搏‘让我来！’的战斗精神，

他是激励我们前行的榜样。”

作为一名战士，杜富国永远冲锋在强军

路上。

文/李清华 高 腾

杜 富 国 ：永 远 冲 锋 在 强 军 路 上

仲夏的百坭村，山坳间的橘林已挂满青果，在阳光照耀下

等待着新一季的丰收。靠近公路的百布屯，一栋新建的村部

办公楼已投入使用，办公楼一侧是黄文秀先进事迹陈列馆，另

一侧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幼儿园。

在村里办一所幼儿园，曾是壮族姑娘黄文秀未竟的心愿

之一。黄文秀生前系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

副科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2019年

6月 17日凌晨，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

百坭村地处桂西大石山区，11个自然屯位置分散，好几个

屯距村部都在 10 公里以上，这个偏僻的山村曾深度贫困。

2018 年 3 月，黄文秀响应组织号召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时，全村472户尚有103户没有脱贫，5个屯“出行难”问题突出。

“文秀书记工作特别认真，充满干劲，她曾给村里扶贫工作群

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坭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百坭

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回忆，2018年8月的一天，黄文秀带队下屯

入户，当天一直忙到晚上。“回来路上，遇到暴雨，道路塌方，文秀

书记和我们一起钻树林、爬泥坡、蹚大水，直到凌晨才回到村部。”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带领百坭村88户共418人脱贫，全村

贫困发生率下降 20％以上，并推动完善了通屯路、蓄水池、路

灯等基础设施。而此前村里很少有人知道，黄文秀同样来自

贫困家庭。她靠着国家助学政策完成了学业，研究生毕业后

毅然回到家乡百色。在百坭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也是黄文

秀最牵挂的一件事。

百坭村村民黄仕京家曾因学致贫，两个孩子读大学，黄文

秀帮他的孩子申请了“雨露计划”。黄仕京曾问过黄文秀来山

村工作的原因，黄文秀说，“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

由不来呢？我们党是切实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的党，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

“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用桂柳话交流了。”

“贫困户住房和饮用水问题都达标了，十分开心。”

……

黄文秀扶贫日记里记录下的点点滴滴，成了无数人饱含

热泪的回忆。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

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第七届全国敬业

奉献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等称号。今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黄文秀被追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黄

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替爱女戴上了大红花，在会场红了眼眶。

文/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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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富国（左）和战友在陆军军医大学操场

上跑步。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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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秀：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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