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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一个镂骨铭心的日子。2021 年 5 月
22 日，小满刚过，一个噩耗突如其来，袁隆
平先生逝世了！我的心情由突如其来的震惊
化作难以名状的沉痛。

追溯我与袁隆平先生的一段忘年交，是
我此生最幸运也最难以割舍的一段缘分。早
在1977年春天，15岁的我就见到了到我家乡来
推广杂交水稻的袁隆平先生。而我对他的深
入了解，则是从2016年开始，这些年来，我一直
在稻田里追踪他老人家的身影。尽管袁隆平
一直不服老，在年过八旬后笑称自己是“80
后”，在年逾九旬后又笑称自己是“90后”，而岁
月不饶人，他那健朗的身子骨也日复一日地苍
老了，那健朗的脚步也走得有些踉跄了。但
他是一个忘了自己年岁的人，依然以年轻
的、面向未来的心态，为自己和团队确定了
一个又一个的新目标。

从经典的“三系法”到中国独创的两系
法，再到超级稻，袁隆平率科研团队攻克了一
个一个的难关。根据 1996 年农业部制订的中
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一期目标亩产700公斤、
第二期目标亩产800公斤、第三期目标亩产900
公斤、第四期目标亩产 1000公斤，这些目标 30
多年来都已一步一步实现了。到2016年，中国
超级稻已突破了每公顷产量16吨大关（单季亩
产超过 1000 公斤），这已是高居世界第一的超
高产了。从2017年开始，袁隆平又率团队向每
公顷产量17吨的超级稻新纪录发起冲击，并选
择自己选育的“超优千号”作为主打品种，在河
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百亩片试种。这一带西依
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历来以种植旱作
物为主，而且属轻度盐碱土地，并不适合种
水稻。而袁隆平在科学上一直充满了创新精
神，越是不适合的地方，越是能试验超级稻
的普适性，一旦成功，就能扩大超级稻的推
广范围。为此，袁隆平团队从 2012 年开始便
与河北硅谷化工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建
立了院士工作站，并在永年区创建百亩高产
稻田，被列入全国第六期超级杂交稻“百千
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示范点之一。袁隆平
多次来到这里，他依然像一位老农一样，顶
着火辣辣的太阳，脸上淌着汗水，脚下趟着
泥水，把脚深深扎在稻田里。这汗水和心血
没有白流，一粒粒种子总是能创造出一个个
奇迹。2017年10月15日，又一茬稻子到了收
获季节。这天上午，从华中农业大学、中国
农业科技创业创新联盟等单位抽选出来的测
产专家来到永年，他们随机抽取了3块地进行
人工收割、机器脱粒、实打实收，结果一出
来，就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结果，平均亩产
1149.02公斤 （每公顷17.2吨），这一产量又一
次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稻田里
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对这样一个结果，袁隆平却只是眯着眼微
微一笑，随即又瞄向了更高的目标，向每公顷
18 吨的目标冲刺。对此，他是有底气的，他的
底气就来自于正在研发第三代杂交水稻，这是
利用普通隐性核雄性不育系为母本，以常规品
种、品系为父本配制而成的新型杂交水稻，其
不育系不仅兼有三系法不育系育性稳定和两
系法不育系配组自由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三
系法不育系配组受局限和两系不育系繁殖、制
种存在风险的缺点，是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理
想途径。若是每公顷18吨的目标得以实现，接
下来，就向每公顷 19 吨的目标迈进，他还确定
了自己有生之年的目标——每公顷产20吨（即
单季亩产 1333 公斤），这堪称是世界水稻单产
的珠穆朗玛峰。

这位老人，真像那个牛头人身的神农
啊！为了耕耘，为了播种，他把一个“硕
大”的脑袋深深埋向大地，那绷紧的脊梁一
直没有放松过。到了 2019 年秋天，这位鲐背
之年的老人，依然在稻田里忙碌着。此时，
时令已过秋分，长沙的天气还异常酷热。老
人一低头，便淌出一长串热汗，那弓着的背
脊冒出白腾腾的热气。人非草木，而稻子也
懂世态炎凉、人间冷暖，那黄灿灿的稻穗那
么热烈地簇拥着一位老农，在一双老眼的注
视下愈发显得金黄了。袁隆平伸出双手抚摸
着还沾着露水的稻穗，而那稻穗一经触动，
便散发出一阵一阵的稻香。老人深深地嗅
着，凝神看着，那眼神就像看见了茁壮成长
的儿女，兴奋得两眼焕光，两颊发红。到 10
月中旬，这一茬稻子就该收割了，稻子壮实
得连风也难吹动，看上去那么深沉，每一把
稻穗里仿佛都藏着什么机密。

若是平时，袁隆平都要在稻田里待上半
天，而这天上午，他在稻田里只待了半个钟
头，就一身汗、两脚泥地回到了家里，他把
那双沾满了泥水的长筒胶靴和一身被汗水浸
透了的衬衫脱掉了，换上了一身藏青色的西
服和雪白的衬衫，还打起了一条绛红色的领
带。一位老农的形象忽然为之一变，令人刮
目相看了。袁隆平很少穿正装，而一旦穿上
正装，肯定就是有什么大事，或是要出席一
个重要节日。看他那神情，还真像是一个庆
祝节日的孩子一样快乐。他的弟子们还故意
问他：“袁老师，您今天帅不帅？”

这老顽童一脸天真又特别认真地照了照
镜子，然后飙出一句中国式英语：“Ugly hand-
some！”袁隆平时常飙英语，这句英语意思是这
个人长得丑丑的又有点矛盾的帅气——丑帅！

哈，老顽童把大伙儿一下逗乐了。

二

袁隆平在大伙儿的欢声笑语中出门了，
他要乘坐高铁奔赴北京，参加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从长沙到北京要坐6个多
小时的高铁，哪怕青壮年也难耐长途奔波的劳
顿，而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一路上却精神矍
铄，谈笑风生。他每天都在稻田里忙碌，这一
趟北京之旅，对于他还真是一次难得的放松
和休息。

第二天早上，袁隆平像往日一样准时醒
来，他的体内早已形成了生物钟。每天晚上
睡觉时他都在想，“我的超级稻长得怎么
样？”而每天早上起来，无论天晴下雨，他都
要去自己的试验田。这天早上，就在他条件
反射般要下田时，他一摸脑袋，猛地一下清醒
了，这儿不是马坡岭，而是首都北京呢，他要去
的不是稻田而是人民大会堂。袁隆平用过早
餐，穿戴整齐，便接到了出发的通知。这是一
次庄严的出发，袁隆平等国家勋章、国家荣
誉称号获得者乘坐礼宾车，从宾馆出发，在
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下前往人民大会堂。

这是一个向英雄致敬的日子。一个民族
只有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只有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历史将铭记这一天，
2019 年 9 月 29 日。随着进行曲欢快有力的节
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一同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这是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以共和国的名义首次颁发

“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隆重表彰为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
人物，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当袁隆平院士一步一步走向颁奖台时，
前方的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他
那“刚果布式”的黝黑面孔被放大了，成为
一个照亮全场的特写镜头。此时，不说在颁
奖现场，就是观看现场直播的亿万观众，都
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对于获颁“共和国勋章”， 袁隆平既充
满了尊重也心怀豁达，他说：“对我来说，这
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但我不能躺在
功勋簿上睡大觉，只要脑瓜子还没有糊涂，
就还可以干！只要没有痴呆，就还可以继续
动脑筋、搞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袁隆平
知道总书记最关心的就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问
题，他现在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是超级稻的
高产、更高产、超高产。他说：“我们现在向每
亩 1200 公斤冲刺，我们希望今年就能实现，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而这一季超级稻“长
势非常好，如果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有90%以
上的可能性能实现”；第二是海水稻——耐盐
碱水稻的育种和种植，全国有十几亿亩盐碱地
是不毛之地，其中有将近两亿亩可以种水稻。
袁隆平院士团队从 2012 年开始耐盐碱水稻育
种和种植试验，计划在10年之内发展耐盐碱水
稻1亿亩，每亩按最低产量300公斤计算，就可
产300亿公斤的粮食，多养活1亿人口。目前，
袁隆平海水稻研究团队已在广东、山东、辽宁、
内蒙古、新疆等全国多地开展合作研究，利用
海水稻杂交育种的优势，第一批希望亩产达
620公斤。袁隆平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很有信
心完成这个任务！”

三

在颁奖会后第二天，袁隆平就匆匆赶回
了湖南。这年，袁隆平团队在湖南衡南县清竹
村等地试种第三代杂交水稻，10月 22日，经
专家现场测产，第三代杂交晚稻新组合表现
优势强，亩产突破 1000 公斤。尽管这次测产
验收没刷新此前的高产纪录，但这却是我国
第三代杂交水稻首次专家测产验收，对于评估
第三代杂交水稻产量具有重要意义，而其增产
的潜力很大，后劲十足，专家建议国家及相关
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动产业化进程。

对这个结果，袁隆平还兴奋地飙出了英
文：“我觉得 excited，more than excited！”那
意思是，“我感到兴奋，非常兴奋！”

2020 年，袁隆平已是一位 91 岁的老人
了，他说：“我还想再活10年，10年后，第三
代杂交水稻一定能夺得每公顷 20 吨的高产纪
录，海水稻肯定能推广到1亿亩，中国人一定
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肯定！他一
向是不说满话的，但这次他说的是肯定。我
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着光。我深

信，随着他向水稻王国的极限、向人生与生
命的极限发起挑战，一个人和一粒种子的故
事还将续写，那不是传奇，更不是神话。事
实上，他早已不是在向世界挑战，而是一直
在向自己挑战。

这年 12 月，袁隆平一如既往，又将奔赴海
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多少年来，他就像
一只追赶太阳的候鸟，每年都会在天涯海角的
稻田里忙活三四个月。而现在，家人和同事都
很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但他老人家的脚步就像
他永不止步的梦想，谁也挡不住。刚到三亚，
袁隆平不顾旅途疲劳，就主持召开了第三代
杂交水稻双季亩产 3000 斤攻关目标项目启动
会。袁隆平从来不说一句空话，一开口就
说：“我们在这个会议上把任务落实下来。”
袁隆平很干脆，他带出来的团队也很干脆，
大伙儿回答：“好！”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就踏着晨曦和露水
下田了。在以前，袁隆平身体状况好的时
候，也和大伙儿一样天天下田，去查看每亩
穗数、谷粒大小、是否有空壳。这次到三亚，
大伙儿看老爷子腿脚不便，都拦着不让他下
田，他就在住所拿着高倍放大镜，一边观察第
三代杂交水稻种子，一边做详细记录，再和从
田里归来的助手们交流。据身边的工作人员
回忆，他老人家待在家里，比下田还操劳，每天
吃饭、散步一直到临睡时，都在思考如何进一
步挖掘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怎么才能
改良米质。有一次，他担心一个科研活动组织
得不好，没来得及通知秘书，就叫上司机赶了
过去，这可把大伙儿急坏了，若是老爷子一下
摔倒了怎么得了！

然而，大伙儿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今年3月10日，袁隆平在南繁育种基地摔了一
跤，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 20 多天的治疗，
一直不见好转，又于 4 月 7 日转到长沙湘雅医
院。老爷子躺在病榻上，思维一直很清晰，用
他自己的话说，脑子还没“糊”。他精神也不
错，还时常和护士们开玩笑：“我老啦，一大把
年纪啦，不中用了，你们不要为了我不吃饭啊，
饭不能不吃啊！”那些小护士也跟这个老顽童
开玩笑：“您还是‘90 后’啊，归来仍是少年，少
年，加油！”老爷子也呵呵笑着打了一个“V”型
手势，和护士们一起喊：“少年，加油！”

在袁隆平的一生中，很少进医院，这还是
他第一次长时间住院。而他最关心的不是自
己的身体，而是稻田里的禾苗。每天，他都要
询问医务人员：“外面天晴还是下雨？今天多
少度？”有一次，护士告诉他是 28℃，他一下急
眼了：“这对第三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老爷
子急，医务人员也急：“他自己身体那么不好
了，还在时刻关心他的稻子长得好不好。”

到了 5 月 22 日上午，袁隆平的生命体征
又一次出现危急情况。经全力抢救，一度有
所转机，但到了中午，袁老又一次进入了昏
迷状态。为了唤醒老人，家人在床边唱他喜
欢的 《红莓花儿开》，这是袁隆平从大学时代
就情有独钟的俄罗斯名曲，家人期盼他能在
这深情的歌声中睁开双眼，但最终还是没能
迎来奇迹。13时 07分，这是一个生命的至暗
时刻，那跳动得越来越微弱的心电图变成了
直线。这个笑称自己是“90 后”的老人，就
这样平静地走了。有人说，他老人家是等着
我们吃完中饭后，才放心地走的啊！

四

当载着袁隆平的灵车从湘雅医院出发，
缓缓驶向长沙郊外的明阳山殡仪馆，从四面
八方如潮水般赶来的人们，一路追随相送，
他们来不及佩戴白花、黑纱，但那一张张悲
戚的脸上泪雨交织，像在送别自己最亲的亲
人，多少人痛哭失声，多少人在痛心疾首地
悲呼：“袁爷爷，一路走好！”不知是谁，带
头唱起了李叔同的《送别》。

灵车沿着东风路一直缓慢而肃穆地行驶
着，过往车辆也放慢了速度，向一位造福苍
生的农业科学家鸣笛致敬。灵车首先来到了
马坡岭，这里是袁隆平先生耕耘了大半辈子
的试验田，此时，他老人家培育的第三代杂
交水稻又到了扬花灌浆的季节。随后，灵车
便驶入了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是袁
隆平院士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走了，
永远地离开了这里，但我深信，他的灵魂还
会时常回到这里，来看看他在弥留之际依然
念念不忘的稻禾……

袁隆平的灵车驶向哪里，送别的人们就
追随到哪里。5月24日，袁隆平先生遗体告别

仪式在明阳山殡仪馆铭德厅举行，这是最后
的告别。大厅门口，挂着一副挽联：“功著神
州音容宛在，名垂青史恩泽长存。”袁隆平躺
在鲜花翠柏中，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
西装，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衣服，一面崭新
的国旗覆盖着他的胸口。天花板上的灯光洒
落在他身上，老爷子就像睡着了一样平静而
安详。

爱是一生的承诺。袁隆平的夫人邓则也
是 80多岁的老人了，这对一生厮守、相濡以沫
的夫妻，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岁月。此时，她
老人家一袭黑衣，坐在轮椅上，右手紧紧握住
左手，左手上戴着一枚戒指。那是在日子好过
之后，袁隆平特意给妻子买的，又亲手给她戴
上的。两口子结婚时一无所有，这也是丈夫对
妻子的一个迟到的补偿，邓则对这枚戒指特
别珍惜。当孩子们推着轮椅，来到遗体正前
方，邓则老人突然从轮椅上挣扎着站起身，
一下跪在地上，她的肩头抽搐着，那是痛彻
肺腑的悲泣。

而此时，在铭德厅外，明阳山早已被人潮、
哭声和泪水淹没了。周秀英是一位经历过饥
荒、靠杂交水稻吃饱了肚子的农民，如今已是
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一大早，她就带着儿
孙赶来为袁老送别。老人家哭得站都站不稳
了，她儿子抹着眼泪说：“袁老是我们的救命恩
人啊！”

多少人就是怀着这种真挚而纯朴的心
情，来悼念和送别袁隆平。上百台出租车自
发组成“雷锋车队”，的哥们免费接送从外地
赶来的悼念者。很多鲜花店都为悼念者免费
提供菊花，还有许多商家和义工免费提供口
罩。在风雨中，还有人给袁隆平的照片撑
伞，他老人家这辈子经历了太多的风雨，而
这是他在人间走过的最后一程，再也不能让
他淋着了。

袁 隆 平 逝世，举国同悲。习近平 总 书 记
委托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专程看望了袁隆
平的家属，许达哲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袁 隆 平 的 深 切 悼 念 和 对 其 家 属 的 亲 切 问
候。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袁隆平同志为
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
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和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学习。

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
究、应用与推广，他不畏艰辛、执着追求、
大胆创新，勇攀杂交水稻科学技术高峰，建
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
体系，创建了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杂交
水稻学，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
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
杂交稻技术体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是袁隆平为国家担负的责任。
他对杂交水稻和它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
怀有的赤诚初心，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未
变。他让我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一直在世界上
处于领先地位。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是袁隆平毕生的追求。他积极推动杂交
水稻走出国门，致力于将杂交水稻技术传授
并应用到世界几十个国家，帮助提高水稻单
产，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为人类战胜饥饿作
出了中国贡献，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特等
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改革先锋”“共和国勋章”等
多项国内荣誉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
世界粮食奖等国际大奖。

袁隆平不止是中国的袁隆平，也是世界的
袁隆平。连日来，联合国官方微博、粮农组
织总干事、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等相继发
文缅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逝世
是中国和世界的巨大损失。中国杂交水稻技
术的输出与对外开放几乎同步。1979 年，中
方首次对外提供了杂交水稻种子。40 年后，
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亚洲、非洲、美洲的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种植，在使用同样的插
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单
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要高出百分之二十到
三十。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
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
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
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为解决世界饥饿和
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他逝世后，
从中国到美国，从亚洲到非洲，只要是长水
稻的地方，无不沉痛悼念这位伟大的中国科
学家！

我一直在琢磨，那一直支撑着他的动力
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
界，却也不然，他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拯救生命，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就
是他的原动力，只因拥有永不枯竭的原动
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原创力。但他却从未
给出明确的答案。你若问他，他便笑道：“这
还真是很难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应该说是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
性格有关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
自己，想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
进的脚步。”

袁隆平通过一粒种子把数以亿计的苍生
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他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是
无与伦比、难以估量的。从袁隆平的人生世
界、科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看，他的境界，已
经超越了杂交水稻这一狭义的农业科研领
域，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追求科学、追求
真理的象征。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一切，必
将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辛丑年春，应邀游嘉鱼。返京回
忆此行见闻，淘得三句话：一尾游过
千年之鱼，一场千载传扬之战，一件名
垂千秋之事。

嘉鱼相邻武汉，西北紧毗长江，
109公里的江堤，让全县30余万百姓
与长江休戚与共。长江滋养了嘉鱼，
使这里成为鄂东南的鱼米之乡。水网
密织，湖泊如镜，田野漫茵，村舍隐
现于翠色，道路穿梭如织。从繁华的
武汉驱车进入嘉鱼，如入画屏，一步
一景。又逢春雨朦胧，新楼林立的县
城浸润于云岚雨帘，如一幅水墨。山
不高，绵延叠翠，浓淡相宜，近入眼
际，远接黛云，浑然天成。湖泊环绕
小城，波光不乱，灯火相映，若入仙
境。近些年，当地政府着力生态建
设，使青山绿水成为嘉鱼百姓切实的
幸福感和自豪感，安居且乐业。这方
丰腴沃土，先秦以来泛称沙阳，后以
此名设堡置县。公元953年后改名嘉
鱼，至今已过千年。一个地方取《毛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义得名，这是
何等风雅之事。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
嘉宾式燕以乐。南有嘉鱼，烝然汕
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南有
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
燕绥之。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
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想当年取此地名者，能从这方山
水溯源而上，回归《诗经》，想到天上人
间的美食，想到人世难得的美事，想到
天人合一的美景，足见这方依偎长江
的土地，何等迷人。美哉嘉鱼，真是
一尾游过千年之鱼！

嘉鱼历史积淀丰厚，最值得让嘉
鱼人挂在嘴上的是“二乔故里”。二乔
是三国里的美人，嘉鱼人谦逊厚道，说
的是二乔故里，让人想起的是赤壁硝
烟。嘉鱼也是这场大战的所在地，主
战场赤壁原先也是嘉鱼的一个镇，
1955 年划给邻县蒲圻。1998 年蒲圻
改名赤壁，于是人们的注意力自然关
注到邻县。这是实情，我也是先游了
赤壁，才到嘉鱼。互为友邻，互相提
携才是正道。所以，嘉鱼不争主战场
名分，嘉鱼境内的借箭山有孔明草船
借箭故事，界石山、吴王祠、靖王庙
等都是三国遗址。嘉鱼亮出的“二乔
故里”名片，其含义也让游客心动。嘉
鱼多佳人，巾帼不让须眉。陪同我们
参访的主人是嘉鱼的政协主席葛女
士，我们在长江大堤上看万亩露天特
色蔬菜基地，我们到村头观看稻田养
蛙和养虾的新技术。我们走进四邑
村，公园绿树间村民社区干净整洁，这
是一个先富不忘乡亲、带动全村致富
的好典型。我们也来到了官桥八组，
人称“湖北第一组”的官桥八组，由一
个农业组67户人家，在组长周宝生的
带领下，发展成了集科研、生产、经营
于一体的集团公司。曾经贫困的小村
庄现在是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边走
边看，从村民和基层干部的言谈中，我
知道葛主席曾长期在基层乡镇工作，
担任过镇长、书记。她展示嘉鱼给我
们看，如数家珍亮出嘉鱼最新的亮点，
我看出主人为我们展示的一个新战
场：嘉鱼这曾经的古战场，正在打响乡
村振兴的新战役。美哉嘉鱼，乡村换
新颜，又是一场值得千年传扬之战！

嘉鱼是山清水秀令人醉的好地
方。就是在这个地方，1998 年，百
年未遇的大洪水扑向嘉鱼，109公里
的长江大堤危在旦夕，达到了有记录
以来的最高水位。我还记得在三峡水
库竣工以前，每到夏日，湖北武汉的抗
洪大军就在大堤日夜守护。嘉鱼是武
汉抗洪的前卫，8 月 1 日晚，嘉鱼簰洲
湾江堤突然决口，空军某部指导员高
建成等 19 名官兵，为堵决口救灾民，
献出了生命。当时整个村镇都被冲
毁，老百姓爬上大树和屋顶，等待子弟
兵救援。20年过去了，在重建的簰洲
湾新镇的抗洪纪念馆，我认识了另一
个嘉鱼，以大堤为脊梁挺立在史册上
的嘉鱼。美哉嘉鱼，让世人记住一件
名垂千古之事。

嘉鱼三日，得识其美，大美有三：
一尾游过千年之鱼，一场千载传扬之
战，一件名垂千秋之事。感之，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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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袁隆平
陈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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