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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心底的五个人生“头条”

　　“为什么学农？”
　　1949年，高中毕业，在如何填报大
学、专业，袁隆平与父母产生了分歧。
　　父亲希望他报考重点大学，学理
工、学医。母亲说：“隆平，爸爸的意见
你还是要认真考虑。”
　　19岁的袁隆平自有打算。小学一
年级时，他跟着老师去一个园艺场参
观，“桃子结得满树都是、红红的，葡萄
一串一串的，花圃也搞得很好。我说
这个学农才美，我要学农。”
　　他还想起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
代》。镜头里窗外满是随手可摘的水
果，想喝牛奶，奶牛走过来顺手接一
杯……
　　“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
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这是从未过过农家生活的袁隆平
执拗的想法。
　　但他更有道理跟父母争辩：农业
多重要！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
民种田，人们就不能生存。
　　他如愿报考了四川重庆相辉学院
农学系。跳进“农门”，这是决定人生
道路的“头条”。
　　有趣的是，大学临近毕业时，他才
第一次真正深入、住进农民家里。“真
正的农村原来又苦又累又脏又穷”，他
意识到少年的梦想，背后竟是美丽的

“误会”。
　　命运使得这粒种子，在西南的“原
野”落地生根。
　　袁隆平后来说，在那个年代，看到
农民挨饿受穷，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
作者，感到自责。

　　原安江农校的20多名师生代表来
了，从怀化到长沙，他们呼唤：袁老师，
一路走好。
　　袁隆平当回应。在那里，他收获
了最幸福的“头条”。与邓则相遇，偕
老终生。
　　1953年，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省
怀化地区黔阳县安江农校。家庭出身
不好，打扮随意，他也多次相亲过，最
后成了学校的“大龄青年”。
　　这个场景他时常谈起，1963年冬
天，热心的同事帮他张罗相亲，他尴尬
地 发 现 对 方 竟 是 自 己 曾 经 的 学 生
邓则。
　　印象中，邓则端庄大方，性格温
和，能歌善舞，篮球还打得不错。袁隆
平动了心，鼓起勇气给邓则写了一封
情书。
　　“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
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
凄风苦雨，觅尽南北东西，蓦然回首，
斯人却在咫尺中。”
　　相恋，求婚，邓则爽快答应，两人
浪漫“闪婚”。穿越57载风雨坎坷，亦
妻亦师亦友。
　　3个孩子、两边的老人，生活的重
担全部都在邓则的身上。
　　他培育的秧苗被毁，跌跌撞撞回
到家，瘫倒在邓则的怀里。妻子安慰
他：“没关系，顶多是去当农民，我和你
一块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我们就有希

望。”
　　他有了勇气，站起来，找到残存的
秧苗继续培育。
　　袁隆平多次说：“这辈子最大的幸
福就是在别人都不肯嫁给他的时候，
邓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求婚。”
　　今天，邓则悲恸，你还会从试验田
里为我写一封情书吗？

　　刚到安江农校，袁隆平研究红薯、
西红柿的育种栽培。
　　3年困难时期，全国遭遇粮食和副
食品短缺危机。“没有粮食吃，什么事
干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
究。”
　　当时，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
交”学说垄断着科学界。袁隆平做了
许多试验，依然没有任何头绪，决定改
变方向，沿着当时被批判的孟德尔、摩
尔根遗传基因和染色体学说进行探
索，研究水稻杂交。
　　1963年，袁隆平通过人工杂交试
验，发现一些杂交组合有优势的现象，
推断水稻具有杂种优势，并认定利用
这一优势是提高产量的一个途径，萌
发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发表第
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
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
月刊第17卷第4期上。这篇论文首次
向世界宣告，水稻的雄性不育在自然
界中是存在的。这个“头条”引起国
内外瞩目，杂交水稻发展的新时代由
此开启。
　　2016年，在纪念《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发表50周年的座谈会上，袁隆平透
露一件往事，正是《水稻的雄性不孕
性》这篇论文，引起国家科委九局局长
赵石英的注意，赵石英请示科委领导，
给湖南省科委以及安江农校发函，要
他们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
　　9年后，袁隆平获得了成功！

　　关于水稻杂交创新，袁隆平被问
起人生难忘的节点，他第一个提到的，
是“1973年三系法成功”。
　　按照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
必须要找到雄性不育系的种子。然
而，袁隆平和团队成员做了3000多个
杂交组合试验，结果却让人灰心：均达
不到每年100%保持不育。
　　1970年的冬天，袁隆平的学生李

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一处沼泽中发现
1株花粉败育的雄性不育野生稻。
　　袁隆平欣喜若狂。他将转育出来
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命名为“野败”，

“三系配套”从此打开了突破口。
　　李必湖回忆，袁隆平将杂交水稻
研究材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一
次，试验田被淹，他们师徒几人穿着短
裤、赤着胳膊，冒雨抢救，袁老师后来
还因此得了一场重感冒。
　　“野败”如同稀世珍宝，但袁隆平
面对其他科研人员时却很大方，将“野
败”分送给全国10多家有关单位。当
时福建省科研组的试验秧苗出了问
题，他便把仅有一蔸“野败”第二代不
育株挖出一半送去。
　　在全国性的协作攻关下，经过3年
时间，我国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三
系配套。
　　这个“头条”来之不易，却福泽
绵长。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
1976年到1987年，我国杂交水稻种植
面积达到11亿亩，增产稻谷1000亿公
斤。到1995年，袁隆平带领团队历经
多次失败，取得两系法杂交水稻的成
功，比三系法杂交水稻增产5%至10%。

　　2019年10月22日，第三代杂交水
稻在湖南首次公开测产后组织观摩、
评议。
　　一早起来，袁隆平突然想到，尽忙
着测产，差点忘了这天是妻子邓则的
生日。在评议会前，“自由散漫”惯了
的他赶紧带着夫人出去买礼物。他幽
默地说，夫人和水稻都很重要。
　　第三代杂交水稻，被袁隆平看作
突破亩产1200公斤“天花板”的关键。
　　他每天都关心天气预报，对水稻
生长念兹在兹。他的孙女说，幼儿园
老师问她爷爷是干什么的？她说，爷
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他的办公室秘书杨耀松说，袁老
没觉得自己应该休息，哪天不让他看
一眼田，他心里就落空了。
　　前些年，考虑到袁隆平行动不便，
湖南省农科院在袁隆平住宅旁辟出一
块试验田。没曾想，袁隆平起床后的
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刷牙、吃早饭，而
是下田。在这次测产前的一个月，9月
17日，袁老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当天
他还在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测产结果出来，虽然亩产1046.3公
斤并不算高，但他信心满满，“第三代
杂交水稻的潜力很大，优势很强，如果
配合好一点的栽培技术，1200公斤完
全没问题！”
　　这让他感到时不我待：“今后我更
没有时间变老了！”
　　在海南三亚，袁隆平的团队在这
里找到“野败”，那时他40岁；不到一个
月前，他指导研发的第五期超级杂交
稻“超优千号”在三亚取得好成绩，此
时他已是91岁高龄。
　　一稻济天下，他将自己写进了历
史的“头条”。
　　24日，袁隆平带着“禾下乘凉梦”，
去远方。
　　袁老，一路走好！

（新华社长沙5月24日电）

　　24日晨，湖南长沙。
　　人们向明阳山殡仪馆集聚，送别袁隆平。
　　他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这粒种子，已深深扎根在百姓心中。
　　他爱好自由，“上班不打卡，下田最快乐”。
　　既是榜样，也是凡人。从家人、同事的讲述中，记者还原出一
些细节，发现这粒种子的一生，扎根心底的五个人生“头条”。

▲

▲

  5月24日，袁隆
平遗体送别仪式
在湖南省长沙市
明阳山殡仪馆举
行。这是市民在
明阳山殡仪馆为
袁隆平送上鲜花。

  5月24日，市民
在青岛海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参加
袁 隆 平 院 士 追
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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