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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大家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

前走，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成就有

价值的人生。”

自 2019 年 1 月开设“讲述·一辈子一件事”栏目以来，人民日报要

闻 6 版用一篇篇用心用情采写编辑的人物报道，刻画了一个个“一

辈子办成一件事”的鲜活人物。择一事、终一生，虽然从事行业不同，

人生经历各异，但他们都用执着坚守凝聚不屈的奋斗力量，用辛勤付

出书写深厚的家国情怀，用无悔选择展现鲜明的时代精神。

今天，“讲述·一辈子一件事”栏目迎来第 100 期，让我们一起重

温那些平凡岁月中感人至深的不平凡故事。本版约请各地记者重访

5 位曾经报道过的人物，听他们讲述依旧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致敬这

些永不停歇的奋斗者、追梦人！ ——编 者

“福香占”在这里种植适应吗？和其

他品种相比施肥减少了吗？……前不久，

带着这些问题，我回到了我的老家福建省

龙岩市新罗区，在雁石镇厦中村的优质再

生稻新品种“福香占”绿色栽培技术集成

示范片进行实地测产验收。看着沉甸甸

的成熟稻穗，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平

均亩产 531.83 公斤，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

收年！

从小在闽西长大的我，深知这里曾有

很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种啥啥不成。经

过久久为功的水土治理和良种选育，当初

贫瘠的“望天田”，终于成为如今连片的“粮

满仓”。

产量上去了，解决粮食储存两三年后

就品质下降的问题，是我这几年的研究重

点。近年来，我们培育了“福香占”耐储存

水稻品种，省肥、抗病、高产，还能保证储存

3 年而不陈化。

现在，我虽然 80 多岁了，但我还是很

想继续以各种形式投入到工作中。去年，

我参加了《开学第一课》的录制，给全国中

小学生做些科普；今年 6 月，我受聘成为福

建农林大学的全职教授。前些年，我就在

福建农林大学先后指导过 40 名博士硕士

研究生，成为全职教授之后，我准备继续和

师生们一道，深耕农业科研，瞄准科技前

沿，推进种业创新。

很多人跟我说，不要那么劳累，该歇

歇了。但我觉得，正因为我这些年积累了

一些经验，有了一些思考，就更要珍惜和

年轻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把经验传授给他

们，鼓励年轻人更多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

性。只有做好传帮带，农业科研才会生生

不息。

在未来，我们还将持续投入，集中多学

科技术，培育多学科人才，朝着同一个目标

创新合作，实现“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本报记者 刘晓宇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省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

让“望天田”成为“粮满仓”

前一阵子的一天，我正在坐诊，忽然听

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郑医生，您还记得我

吗？”我抬头一看：“记得，当然记得！”

这位女士年轻时就来找过我，当时我

为她的孩子做了儿童保健；如今，她抱着小

孙孙过来。看着她满脸的幸福，再看看活

泼可爱的小家伙，我也感到无比欣慰——

在儿童保健的岗位上奋斗一辈子，守护孩

子们健康成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每周，我都要抽两天时间到社区医院

接诊、答疑，和年轻的父母沟通……我今年

快 97 岁了，很多人劝我多休息，但我仍对

这份工作有着深深的眷恋。

儿童保健工作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医

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知识的普及，我发现，

以前的家长一般担心孩子营养不良的问

题，现在的家长则更关心孩子的智力水平、

心理问题和生活习惯的养成等等。

不坐诊时，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家长的

电话：“孩子吃得不好怎么办”“小孩总是不

好 好 睡 觉 ”“ 感 觉 孩 子 不 够 自 信 ，很 胆

怯”……为了帮助这些年轻的父母，我也在

不停地学习。虽然年纪大了，但我还是坚

持从书本上、网上，不断汲取新知识；我还

经常和年轻的大夫交流，从他们的工作经

验中获得启发。

我 还 为 年 轻 的 父 母 们 办 过 讲 座 ，为

大家讲解孩子的早期行为、语言发育、饮

食习惯、睡眠周期等知识，很多听众向我

提 出 了 自 己 在 育 儿 过 程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

我 都 一 一 解 答 。 在 他 们 热 切 的 眼 神 中 ，

我一次次感受到在这份事业中沉甸甸的

责任。

如今的儿童保健领域活跃着许多年轻

的从业者，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今年，我依

然坚持出诊，并且抽空去周边区县讲课。

在那些较为偏远的地区，儿童保健知识还

不够普及，我想为基层儿童保健工作再尽

一份绵薄之力。

（本报记者 常碧罗采访整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原儿保科主任郑惠连——

为儿童保健尽一份绵薄之力
我今年 88 岁了，但还是不想停下来。

去年，我又有新作品正式面世，就是去年 9
月通车运营的杭州西站。方中取圆的“站

前云门”，状如云朵的“云端候车厅”，通透

敞亮的“云谷站台”……“云”元素既体现了

杭州“云上产业”发达的城市特点，也让这

座车站更具文化辨识度。

结束杭州西站项目后，我又投入到厦

门会展中心的设计工作中。通过曲线、曲

面元素的使用，把闽南大厝和白鹭等意象

运用到这次的建筑设计中。目前，会议中

心和体育场已经部分启用了，这个项目正

逐渐向公众揭开面纱。

我这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就是做

建筑设计，而且想设计更多有中国特色的

建筑。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文化学术

体系，就是我去年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文

化学术委员会年会上做的演讲主题。

了解和学习外国建筑文化，是为了扩

大我们的视野，进而在他者的角度上重新

认识我们自己；而传承中国建筑文化，也不

一定是照搬马头墙、坡屋顶等具象的文化

符号，更多的是要体会中国建筑中的“韵”

与“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

神。比如，建筑本身、城市环境、人居需求

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杭州西站建筑风格

就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建筑学其

实是许多学科的“晕染”，它既有自然科学

的理性，又有人文学科的灵动。

现在，我每年新招 1 到 2 名博士、4 名

硕士。我要求他们要选修哲学、艺术和美

学。这些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传承中

国建筑的神韵和风采。

最近，我正带领团队开展“基于文化

自信的中国建筑创新性发展战略研究”的

相关工作，这是中国工程院邀请我主持的

新课题，希望能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国建

筑 理 论 体 系 ，不 断 提 升 建 筑 设 计 的 创

新力。

（本报记者 姚雪青采访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程泰宁——

设计更多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虽然已经退休 30 多年了，现在只要身

体状况允许，我还是坚持到单位去上班。

大家有时会因为飞机研发上的事儿找我，

也会有其他一些事，比如论文等，找到我，

我都尽我所能地提供帮助。大家都叫我

“姚老师”，每当听到这个称呼，我都很高

兴，感觉很亲切。

这几年，我帮助同事们解决了几十项

科 研 项 目 中 的 技 术 问 题 ，感 觉 很 有 成 就

感、很有价值。

有一次，在复杂构件的残余应力测试

课题中，课题组遇到了零件表面粗糙度不

符合测试要求的问题。我之前就研究过这

个问题，电解抛光可以去除表面缺陷，从而

让零件达到要求，他们利用这个技术很快

就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在失效分析典型组织及缺

陷图谱收集时，一些新材料的组织结构显

示不清晰，我给课题组推荐了一种测试方

法，最终获得了清晰的图谱。

回 想 过 去 几 年 ，有 几 件 事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也 让 我 感 到 很 欣 慰 。 一 是 我 又 翻

译 了 两 本 外 文 著 作 ，为 金 相 失 效 分 析 工

作中经常遇到的零件断裂现象丰富了理

论依据。二是单位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

名 的 工 作 室 ，我 可 以 去 工 作 室 与 大 家 交

流技术，有时也给大家讲讲课，希望能帮

助年轻人尽快成长成才。三是我接受采

访 ，出 版 了 一 本 人 物 传 记 。 在 新 书 发 布

会上，我有幸和各界朋友见面，感受到现

场 的 热 烈 气 氛 ，我 觉 得 自 己 又 回 到 了 年

轻时的岁月。

今年，鉴于我的身体状况，我可能做不

到天天上班。不去单位的日子里，我就准

备一些要跟同事们分享的技术资料。年轻

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粮店里的店员，是国家

给了我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成就了如今的

我。航空事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要一直

当好金属材料的“内科大夫”。

（本报记者 刘洪超采访整理）

中航工业沈飞集团高级工程师姚志诚——

当好金属材料的“内科大夫”

我已经退休 20 多年了。虽然早就离

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我还想继续干下

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不能停。

退休之后，我的日程仍然排得满满当

当，经常要忙到夜里 12 点才睡觉。其中

花 费 精 力 最 多 的 是 普 及 北 京 中 轴 线 知

识。上世纪 80 年代，我就开设了“中轴线

上看国情”的讲座，这几年又制作了较为

系统的 PPT，讲“中轴线上看北京”。我还

计划从美学角度给中学生讲一讲北京中

轴线的故事。

去年，相关单位组织了一场“北京中轴

线文化传播达人”比赛，吸引了 1 万多人参

加。我作为评委，每天工作 6 小时，除了点

评小选手们的讲解技巧，还纠正一些知识

性差错，尤其是流传的一些杜撰内容，一定

要摒弃，要把正确的知识传递给观众。

去年 7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 110
周年之际，总书记给国博的老专家回信，让

我们备受鼓舞。在座谈会上，我作为老专

家代表发了言。其实每次发言，我都想告

诉大家这样一种理念：一个人要有责任和

担当，一言一行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

的岗位。岗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一

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值了。

今年 7 月，我编写的《一词一世界》出

版，并被相关部门列入暑假小学生推荐阅

读书目。这本书集纳了“锦绣”“琢磨”等

50 个词，从文物的角度讲解这些词的渊源

和古今释义的变化。下一步我还准备做配

套的录音讲解，要做成一本既能看又能听

的文物故事书。

今年，我还担任教育部统编教材编委，

参与七年级《中国历史》和职业高中历史教

材的修订，特别是结合考古发现，在文物插

图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还有很多事要

做。有句话叫“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就要

一直“推”下去。

（本报记者 施 芳采访整理）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终身研究馆员齐吉祥——

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观众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始

终是成就事业的必备品质。

回访“讲述·一辈子一件事”栏目的主人

公，一位位奋斗者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择

一业成一事终一生，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凡

业绩，令人感动，值得学习。“小车不倒只管

推”“还是不想停下来”，正是他们的内心感

言，也让我们读懂了一辈子一件事的精神

密码。

一辈子一件事，见证着时间的力量。没

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即便是造一只碗、制

一件衣，教一堂课、画一幅图，其中也有无数

门道与学问。正所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而其见愈奇”，科学家数十年如一日地攻关，

正是为了在科学边界寻求新突破；工匠成千

上万次地重复，正是为了将技艺练到极致。

成功没有捷径，无非是以一步一步的跋涉、

年年岁岁的积累，向着山巅一路进发。

一辈子一件事，离不开目标的指引。滴

水穿石，关键在于瞄准一个方向；铁杵成针，

必须用对一种劲头。倾听在各自领域坚守一

生的平凡英雄们的故事，不难发现，他们把理

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将个人奋斗汇入时代

大潮。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正是那些有

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事，才

更值得用一生去完成、用一辈子去坚持。

一辈子一件事，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对

青年而言，越是选择多样，越应读懂一辈子一

件事的精神密码。这其中，有“偏毫厘不敢

安”的精益求精，有“闻韶不知肉味”的一腔热

忱，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恒心毅力，有“俯

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更要看到，鲜花

因汗水而绽放，事业因实干而兴旺。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新征程上，人人立足岗位、敬业乐业，执着专

注、持之以恒，定能让每份工作都成为施展才

华的广阔舞台，让每个行业都成为潜力无限

的奋进赛道，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读懂“一辈子一件事”的精神密码
石 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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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讲述·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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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汇编而成的《一

辈子一件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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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100 期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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