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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的一个下午，4位农民抬着写有“天

降神农，造福人类”的牌匾，提着自家生产的土鸡和

鸡蛋，亲手送到袁隆平手中。这块牌匾是由溆浦县横

板桥乡兴隆村和黄茅园镇金中村村民联合赠送的。在

清脆的爆竹声中，袁隆平说：“这份朴素又特殊的感

情，我由衷地感受到了。我就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

者，不是神，搞研究就是为农民服务，农民高兴我就

高兴。我领到过很多奖，农民给我‘颁奖’还是头一

次，这个‘奖’价值更高。”

袁隆平是伟大的科学家。中央政府将首届国家

最高科技奖的荣誉给他，美国科学院将院士头衔给

他。这些荣誉是对他科研贡献的肯定，更是对他科学

精神的推崇。在半个世纪的科研活动中，袁隆平不仅

为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培育了杂交水稻的种子，更为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了科学精神的种子。这是我

们最可宝贵的财富。

他对科学保持着内在、纯粹的热爱。袁隆平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年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一

头扎进水稻田中，一口气干到今天，这期间无论是

政治风云还是经济大潮，他都没有停滞过自己的科

研活动。他功成名就很早，1973年就选育了第一

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

1981年就获得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但

他没有躺在已有成绩上，而是坚持在水稻科学研究

领域孜孜以求。袁隆平坚持每天到试验田进行科学

试验，他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我不在家，就在试

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到了

花甲之年以后，他对科研的紧迫感愈发强烈，凡是

能够推掉的社会活动一概躲开，他的理由是想多做

点科研。目前，袁隆平的科研团队正朝着杂交稻亩

产1000公斤的新目标迈进。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和执

著，是全世界科学大师的共同品质，感染了他身边

的研究团队，播撒着热爱科学的精神种子。

他对名利保持着超然、一贯的淡漠。在我国，

杂交水稻育种的成果基本上是无偿使用的。这在很多

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很多人拿着他育的种

子去卖钱，而在美国即便是常规稻种也是要卖钱的。

但袁隆平从骨子里把科学成果当作全社会所共有的财

富，当刚刚发现新品种的时候，他就毫无保留地向全

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报告。到了今天，他的名字甚

至已经被估值超千亿，但他内心对这些名利的淡漠却

是始终如一的。他说：人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

脑袋里的知识！在袁隆平看来，杂交水稻对维护21世

纪世界粮食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杂

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水稻总面积的50%，水稻产量将

会再增加1.5亿吨，可再养活4到5亿人。因此，他满

脑子想的都是希望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能得

到更大范围推广。这种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忽视使得他

把全部精力聚焦在科研活动中，也使得他成为凝聚人

心的精神偶像。事实上，对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

名利只是枷锁，会桎梏前进的脚步。袁隆平的利益观

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种子，让所有接触他、知道他的

人都在感慨之余向他靠拢。

他对人民保持着真诚、平等的尊重。袁隆平不

是一个陷入书斋的科学家，更不是一个与实践保持距

离的科学贵族。不论从外表还是内心，他都愿意自己

更象一个农民。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面对着一个瘦

小身材、高高颧骨、微驼背、有些许老人斑的黝黑脸

庞，还有被稻叶划出一道道伤痕的手臂，很难把他与

“著名科学家”的字眼结合起来。但在袁隆平看来，

这很正常。因为他不愿意让农民们觉得和他生分，他

希望和农民们交心，希望农民们用他的品种，提出意

见。他常说：我国农民有很丰富的水稻种植经验，应

该向他们学习。这种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的意识，正

是科学精神中宝贵的内核。有记者曾问诺贝尔医学生

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伊格纳罗，如何看待中国

科学家未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时，他明确回答，“我认

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获得

科学精神的“育种人”
○ 胡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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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而是能做什么才能让同胞们更

加健康和富有。”正是这种把个人科研与

民众福祉紧密相连的选择，才能使一个科

学家获得更真诚、更持续的尊敬：袁隆平

工作单位门口的道路乃至银河系的小行星

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从总理到农民都称他

是“国宝”，甚至有农民自发为他塑汉白

玉雕像。袁隆平对自己人民的热爱是一种

极其高贵的精神品质，在建设科技强国与

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强大力量。

2012年10月16日是第32个“世界粮

食日”，这天上午，由袁隆平牵头建立的

“中国种业技术交易平台”在长沙举行了

挂牌典礼，这是全国第一个专注于种业

技术交易的平台。该平台的建立，标志着

袁隆平“中国国际种业交易中心”项目的

建设踏出了重要一步。袁隆平说，希望通

过这一平台，把最好的种子以最低的价格

提供给农民。“平台通过电子网络交易，

减少了很多中间交易环节，直接为农民服

务，我们好种子到农民手中经历过很多环

节，比如超级稻20块一斤到中间商那里卖

给农民七八十元一斤，有了这个平台之

后，中间商没有了，很多假冒伪劣种子也

没有了。”

美国学者巴来伯格在《走向丰衣足

食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评价袁隆平：“袁

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

粮食实际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

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

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其

实，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袁隆平不仅领

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物质世界，更领

导着人们走向高尚纯粹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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