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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1945年出生于吉林省辽源
市龙山区，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
学家兼总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射电
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负责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FAST）的科学技术工作。
2017年 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2017
年 7月，入选为 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初步候选人。

南仁东 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于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博士学位，
后在日本国立天文台任客座教授，1982
年，他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

1993 年，在日本国际无线电科学
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
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
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
息。南仁东跟同事们说:“咱们也建一
个。”

1994年始，南仁东提出利用喀斯特
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建设巨型球面望
远镜作为国际 SKA的单元，开始启动贵
州选址工作。为了给 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工程选址，他带着 300
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

山里，先后对比了1000多个洼地，时间长
达12年。

2012 年，FAST973 项目正式启动。
作 为 资 深 咨 询 专 家 ，南 仁 东 指 导
FAST973项目“射电波段的前沿天体物
理课题及FAST早期科学研究”的立项及
组织实施；确立了FAST实现世界首个漂
移扫描多科学目标同时巡天的原创科学
策略；提出调试阶段全波段监测蟹状星
云脉冲星的优先观测计划；建议了用于
望远镜调整期及早期试观测的单波束和
多波束接收机，前者已投入试观测。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
装，南仁东亲自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

2016年 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
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
声带。患病后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尽管
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仍从北京飞赴贵
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 22年心血的大
科学工程落成。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FAST）工程在贵州省平塘县
的喀斯特洼坑中落成启用，并开始接收
来自宇宙深处的电磁波。

2017年 9月 15日，南仁东因肺癌突
然恶化，抢救无效逝世。

“天眼之父”——南仁东

解方，原名如川，字沛然，汉族，清光
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于东丰县四平
乡。1927年春，解方以陪张学良胞弟张
学铭赴日学习名义，去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留学。1928年 5月，日陆军部调解方
所在实习部队，去中国平息“济南事件”，
解方拒绝离队，声称：“我的名可以不要，
利也可以不要，但国家脸面不可以不
要。我是中国人，怎能替日本人为虎作
伥！”1930年冬，解方毕业归国。

翌年，解方在任天津市公安局教
官、侦缉队主任时，与贾陶、孙铭久、黄
冠南亲临火线，指挥战斗，两次粉碎日
本驻天津特务土肥原阴谋策划的“天津
事变”，并参加双方停战谈判。事后，受
南京政府“守土有功”的嘉奖。不久，辞
去侦缉队教员的职务,参加了 51 军。
1932年底，任张学良少校副官。是年，
解父年迈，意将全部家产由解方继承。
解方以国事为重，无意贪图财产，拒绝
承袭祖业。1935年 8月，任 51军 113师
中校参谋。年底，奉于学忠之命去两广
考察民团。

1936 年 4 月，解方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7年 2月，解方在陕西西安市面
见周恩来，周恩来向解方陈述国内政治
形势，以及东北救亡组织和东北军上层
工作等问题。7月，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

立，解方为委员，直接领导 113师地下党
工作。1939年，解方以副旅长的职务带
领军队移防鲁南地区。1941年 5月，解
方抵延安，受到毛泽东、陈云等人接见。
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历任中共中央情报
部第三室、第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
事训练队教员。1945年 4月，被选为中
共“七大”代表，出席“七大”会议。1946
年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
处长。

抗美援朝时期，解方首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参谋长，继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参
谋长，深受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赞许。
1952年底，解方回国后任解放军总参军
事部副部长。1954年 4月，应越南政府
邀请，与韦国清、罗贵波同赴奠边府，任
越法谈判顾问。归国后，任解放军第一
所高等院校——南京军事学院教育
长。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一
级解放勋章。1957年至 1967年，先后任
北京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兼
研究部部长、教育长。1979年，解方任
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同年，将补发
工资中 5000元钱赠给家乡。东丰县政
府用他的捐款在四平乡建成一座拥有
600个座位的俱乐部。

1984年 4月 9日，解方病逝于北京,
终年76岁。他临终前，手里还握着笔杆。

“双料少将”——解方

邵有，1931年生于辽源市，人们称他
为“辽源的时传祥”。他多次荣获市劳
模、省劳模、省特等劳模，全国环卫、园林
系统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
省、市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多次出席全
国和省市先进生产工作者表彰大会。

刚过 20岁的他便选择了掏粪工职
业，并且 40年如一日。2000年前，辽源
市市区居民使用“厕所”基本上是有粪池
的非水洗公厕，淘粪是用勺掏、手拎、肩
挑，脏、苦、累是不言而喻的。他每天挑
着百八十斤重的粪桶，走街串巷，清掏厕
所，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数九寒冬，他
分管的厕所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负
责的区域年年都是甲级区。居民们经常
写信表扬他，送锦旗鼓励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环卫工人
扔下粪勺、扫帚去造反。城市一些街路垃
圾成堆，没人管理的厕所粪便四溢。可是
邵有每天仍然赶着马车摇着铃铛，挨家挨
户清运垃圾。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环卫
处的一些老工人坚持正常工作。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
设水平的提高，他的工作标准更高了。
他提出“厕所清掏要见底，消杀灭虫要及

时”。由于工作量增大，他每天顶着星星
出，晚上披着月光回家，工作忙时他就连
轴转，平时星期天、节假日不休息，但他
从不多要一分钱报酬。1980—1989年，
他放弃了500个星期日和节假日，而且每
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同志们给他
算了一笔账，说他 10年干了 13年的活，
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邵有担任粪肥公司领导以后，针对
全市厕所布局不合理、破损失修严重、政
府一时拿不出钱解决、居民如厕难的实
际情况，积极想办法，带领全公司职工从
废旧厕所里挖砖石，利用废旧材料维修
厕所。每次他都是第一个跳进粪池亲自
动手干，起石头时工具用不上他就戴上
手套用手搬，粪便不时溅到脸上，他全然
不顾。为了加强粪便管理，防止粪便污
染，他带领同志们起早贪黑，冒着刺骨的
寒风，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刨冻土、垒石
坡，奋战 40多天，建成了 8个储粪池，为
市民创造了良好的卫生环境。由于他一
生为了辽源的环卫事业辛勤操劳，身体
未老先衰。

1996年 6月 29日，因患骨癌医治无
效病逝，享年65岁。

“辽源的时传祥”——邵有

许中田，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
1963年 8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
系，先后任吉林省辽源市中学教师、市教
育局副科长、中学副校长，辽源市教育局
局长、党委书记，辽源市副市长、党组成
员，辽源市委副书记，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吉林省新闻出版局
局长、党组书记，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部长，吉林省委常委。1995年7月到人民
日报社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兼机
关党委书记、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人民日
报社社长。1996年，当选为中国报业协会
主席。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上当选
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983—1988年，在担任辽源市副市
长、市委副书记期间，对自己严格要求，
从不在生活待遇上讲高低，有什么好
事，总是先人后己，安于清贫。在对待
分配给他的住房问题的处理上，他表现
最为突出。因为辽源市升格前是个县
级市，住房条件都很差。升格后，建了
两处地级标准的住宅楼，分给了从外地
调入的市级领导，其中就有许中田同志
的一套住房。可是，许中田同志当即表
示坚决不要。他住的还是市第五中学
的一间半平房，不足 40平方米，全家 4

口人挤在一个屋，连个办公桌都没处
放。许副市长出让住房，在机关又赢得
一片叫好声。

许中田患心脏病多年，但他从没因
病而耽误过工作。当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时，白天要正常工作，夜里经常工作到零
时看报样。担任社长后，他又对报纸的
发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每年都要走上
几个省去抓报纸发行。就在 2002 年 9
月，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做了心脏手术，
医生叮嘱他3个月内尽量不要坐车，减少
颠簸。但国庆节长假刚过，他就奔赴湖
北出席党报发行会议，并到革命老区走
访了自费订报的老读者。回来后，没休
息，又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许中田工作勤奋务实，始终以党和人
民的利益为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生活
简朴，办事公道，时刻保持着共产党员的
高尚情操。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
关心干部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为人宽厚，
但在大是大非、党性原则上决不会迁就任
何人，讲究原则，实事求是，在群众中享有
很高威信。他抱病坚持工作，最后倒在了
工作岗位上，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2002年10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2
岁。

宣传战线优秀领导干部——许中田

陈树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
雄，排长。1925年生人，天津市塘沽区
人。出身贫寒，受尽凌辱。因反抗日本
侵略者的欺压，被迫逃到东北做苦役。
1945年 9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战机智英勇，
屡立战功。1947年 3月，参加解放辉南
县城的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得 1支步枪
和 1枚手榴弹，只身冲进据点，俘敌 61
人，缴获枪炮 48件，荣立特等功，纵队领
导机关授予他“独胆英雄”称号和红星
战斗英雄奖章。同年 5月，参加清原县
草市阻击战，他率领一个班坚守王家油
房西南山阵地，打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多次进攻。夜间又带领 3名战士突入国
民党军阵地，出其不意，杀伤敌军数十
人，俘 53人，缴获 60毫米迫击炮、机枪、
冲锋枪、步枪等 32件，立特等功，东北民
主联军总部授予他“毛泽东奖章”，并被
提升为排长。

同年 6 月 27 日，在四平外围战斗
中，他带领一个班抢占八棵树南山 366
高地，并接连打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一
个营的 7次猛烈进攻，腹部受重伤，仍顽
强作战。在阵地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
为掩护战友撤退，毅然拉响手榴弹，与
突入阵地的国民党军士兵同归于尽，壮
烈牺牲，年仅 22岁。

“独胆英雄”——陈树堂

张文玉,女，汉族,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1924年随丈夫李庆贞来到西
安煤矿,依靠丈夫挖煤为生。她目睹日
伪汉奸把头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残害矿
工，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7年，西
安县第二次解放，张文玉挺身而出，用自
身的经历控诉日伪统治者的罪行。她响
应党的号召，在矿区率先组成了富国三
坑家属扫盲炕头学习小组，倡议做一名
好家属，既要支持丈夫上满班多出煤，又
要有爱党、爱祖国、爱矿山的思想。为使
家属学习好，她又组织串联 40多名老大
娘，当义务保育员，为参加学习的家属带
小孩。矿区学习和推广了张文玉的经
验，相继组建了 124个家属炕头学习小
组，学习人数达1680多人。

1950年5月，张文玉被选为富国街八
委主任，同年又被选为富国三坑家属委员
会主任。她率领家属学政治、学文化，积
极为矿井生产服务。她组织家属开展了

“主动做好家务、减轻职工负担”的竞赛。
按居民组、委、片，成立了保勤互助组，婚
丧嫁娶、生老病死服务到人，送医送药、买
米买菜到门。张文玉还组织家属成立了

“叫班小组”，墙上挂有每个职工班次的牌

板，常年坚持按时叫班，使三班倒的职工，
特别是上零点班的职工准时上班。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张
文玉除了开会动员，还走门串户组织家
属绣慰问袋、捐献慰问品，表达了矿工家
属对赴朝参战志愿军的敬意。富国三坑
家属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受到了矿务局
和矿区工会的表彰。

1953年初，张文玉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同年5月她被选为“中华全国
总工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
又被选为“全国妇联大会代表”。1956年
她又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先后出席了全
国煤矿先进生产者大会和全国先进生产
者群英大会。同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命
名为“省劳动模范”。1957年出席了吉林
省第三届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
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吉林省妇女联合
会第三届执行委员”。

张文玉做家属工作的事迹，被写成
《妇女团结力量大》的剧本，对矿工家属
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还先后
组建了家属秧歌队和老太太剧团，逢年
过节走上街头演出、慰问。

1964年 4月 14日，张文玉因病在辽
源逝世，终年60岁。

“巾帼之花”——张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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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沧桑，四季轮

回”。清明节，我们通过各

种形式祭奠英烈、祭奠先

人，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表达

缅怀和颂扬之情。还有这

样一群辽源籍家乡人，他们

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他们为

社会进步和家乡建设作出

了巨大贡献，我们因他们的

离去悲怆不止，为他们的事

迹感动落泪。今天，和大家

回顾这些志士的故事，愿时

光记住他们来去的模样，记

住他们曾为实现梦想努力

奋斗的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