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回到母校武汉四中（前身为
博学中学）“寻根”。袁隆平
和学生们的交流极大激发了
同学们的求学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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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

核心提要：
我们的媒体上一度充斥着许多关于文娱“明星”的新闻——他们

保镖成群、他们有豪车别墅，这样的“明星”，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有一些人，也许没有明星们光鲜亮丽的外表、没有明星们的

豪车别墅，可社会的发展进步却时刻都离不开他们。比如，那些在战
争年代为争取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那些在和
平年代战斗在各条战线的普通劳动者，还有在新时代为国家作出卓越
贡献的时代楷模，他们充分体现了爱国、奉献的价值观，他们的事迹厚
重、感人至深，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支柱，他们，才是一颗颗光芒
万丈的明星。他们做惊天动地事，他们是隐姓埋名人。他们对国家和
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他们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

张富清老人生于1924年，出生在一户
贫苦农民家庭，24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成为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他在
多个战役中作战勇敢，荣立多个一等功。
可是7年后，张富清老人退役时，却将能证
明他所有战功的证书都锁进了箱子，从此
不再提起辉煌的过往。转业后在普通的
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

张富清老人的事迹让人想起那首动
听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原来
是一首歌颂默默为我国航天航空事业作
贡献的人的歌，动听的歌词唱出了所有为
热爱祖国、为国奉献的人的心里话。“不需
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
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这仿佛就是在说
老人的一生，也是在说所有为共和国奋斗
牺牲的人的一生。“山知道我，江河知道
我，祖国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我”，祖国没
有忘记每一位默默付出的人。

人的一生很短也很长，与亘古的宇宙
相比，人很渺小人生也很短暂，但人生也
可以无限绵长，如果有人记得这个人的一

生，这样的人生就能传递下去，影响一代
代的人、激励一代代的人。张富清老人的
事迹必将被传颂，必将激励普通人的奉献
和努力。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在了解了
张富清老人的事迹后，都备受感动和鼓
舞。有句话说得好，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
成为战斗英雄，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
成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英雄。当你将
自我人生价值与时代融合，为时代奋斗和
努力的时候，就成为了时代的英雄。出身
贫苦的张富清老人曾对媒体说：是共产党
和国家的培养，才让他成长了起来。为了
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不计生死，奉献
一切。

在张富清老人身上，有太多我们需要
学习的东西，不忘初心、不计得失、淡泊名
利、攻坚克难、默默奉献……老人的事迹
鼓舞着许许多多普通人，在无数平凡的岗
位上闪着光。在和平时代，我们更需要向
英雄学习，更需要了解曾经的血与泪，才
能在面对诱惑和考验的时候，坚定信仰，
迸发出强大的定力。

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

提起治沙造林，大家总是会想起蚂蚁森林，那一点点绿
色的能量最终也可成为茁壮的树苗。在现实中，确有这么
一群人，他们，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沙漠绿洲的奇
迹；他们，用38年的时光诠释了属于共产党人的初心。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是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等
六位农民，在1981年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的集体林场，挺
进八步沙治沙造林，并立下了子继父业的治沙誓约。三代
人，三十八年，用生命还原绿色，创造了林进沙退的奇迹。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是“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是荒漠变绿洲的持续奋
斗者。2019年 3月 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古浪
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
模”称号。“六老汉”三代人不惧恶劣环境和治沙造林的重重
困难，坚持“黄沙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以共产党员
为骨干的三代人，坚守初心、忠于使命，扎根荒漠、压沙造林，
用生命和汗水成功击退了风沙的侵蚀。把曾经的黄沙荒漠
变成了今天的林海绿洲，创造了令人震撼的绿色奇迹。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的事迹感人至深，他们的
精神更是催人奋进。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要明白，明
星的光环应该在这样一群人身上，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的

先进事迹，更要将其与坚守初心、坚定理想信念结合起来，
与勇担使命、干事创业结合起来，与爱岗敬业、接续奋斗结
合起来，将楷模精神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六老汉创造的“人间奇迹”

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让我来！”是“时代楷模”“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用生命奏响的时代强音，是用
“生命担当使命”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吹响的冲锋号角。

2018年10月11日，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的老山雷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战
士杜富国发现一枚少部分露于地表的加重手榴弹弹体，身为作业组长的他深知这
种手榴弹当量大、危险系数高，他立刻向上级报告险情，在接到上级“查明有无诡计
设置”的指令后，他与同组作业的战友艾岩说了句“你退后，让我来”，便独自上前查
明情况，突然一声轰响，手榴弹爆炸了，爆炸瞬间，他下意识向艾岩一侧倒去，阻挡
了爆炸时产生的弹片和冲击波，保护了战友，自己却失去了双手双眼。“让我来！”任
务面前，杜富国同志总是自告奋勇、挺身而出，用一次次“让我来”的生动实践，演绎
新一代“四有”革命军人的使命责任。敢担当，关键时刻，杜富国同志总是迎难而上
主动作为，用“敢担当”诠释共产党员无所畏惧、敢为人先的优秀品格。危急关头，
杜富国同志总是冲锋在前、舍己为人，用“惊天一挡”的英雄壮举，书写新时代红色
传人的铁血荣光。年仅 27岁的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面却是冰冷无情的火
光。入伍8年，杜富国先后获得嘉奖2次，被表彰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各1次，
荣立一等功1次。一身男儿血，满腔报国志。他用血肉之躯向祖国报告：我守护的
每一寸土地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以自己的一腔热血真切诠释了勇于献身使命的
奉献情怀。

负伤后的杜富国仍然坚强乐观，心态积极，对生活充满信心，渴望再上雷场。
今天，我们学习杜富国，就要像他一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险和困难，都要有舍我
其谁的责任担当，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始终保持一种战斗姿态，将使命责任扛在肩
上。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杜富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模范践行者，是军人的优秀代表和时代楷模。他用自己的行动使军旗更加的鲜红，
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时代的英雄，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新时代英雄的“冲锋号角”

新时代年轻人该怎样追星
近年来，崇拜偶像追星之风已刮得满天遍地，且越刮越大。特别

是青少年好奇心重、爱模仿，视偶像为学习的对象，更希望有偶像相
似的成就。适当地崇拜偶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把偶像身上好
的东西，视为自己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鼓励，和不
断鞭策自己上进的力量。就比如，很多人喜欢的电影明星，大多是他
们在电影里所扮演的角色。通过他们的表演，让人们记住了许多伟
人的优秀品质、无数英雄的勇敢形象、爱国志士的爱国思想、民族主
义的精神以及爱情的纯洁与高贵等，这些优秀品质伴随着我们成
长。漫漫浸染着我们，也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

崇拜本身没什么，他可以给人以力量，但这崇拜变为一种盲目的
潮流，则是种残酷的戕害。在有些所谓的明星中，有的年龄仅有二十
多岁，就靠一张美丽的脸蛋和一副嗓音就轻易地红遍大江南北，而他
们的文化素质又能怎样，当今风靡一时的某大歌唱家，在给别人签字
时，竟然把一个比较肮脏的字眼签了上去，更有甚者，某明星在驾车
时撞了人后，不是去救人，而是驾车逃去，可见我们这些明星的素质
有些人还是有高有低的。崇拜明星是由外而内的感染，明星满足普
通人对美好的外表、生活、才艺、情感、财富的向往，普通人会因为过
度崇拜明星而逐渐混乱甚至失去自己的价值观，严重者甚至会只以
明星为中心，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新时代我们更该追崇那些才智卓越的人、英勇无畏的人、敢于为
公道正义付出的英雄。因为，崇拜英雄是由内而外的感染，英雄能为
普通人所不能之事，他的存在为普通人所受过的思想教育和自小幻
想的光辉形象树立一个真实的印象，英雄直接冲击普通人的内心世
界和价值观，普通人会因为崇拜英雄而模仿这种行为和处事原则并
逐渐改变自己、提升自己。

①2015 年 4 月 26 日，在
云南麻栗坡，杜富国向雷场
外转运炸药。

②2019 年 4 月 15 日，在
陆军军医大学，杜富国与妻
子王静一起散步。

①

②

①②③张富清和他
的报功书、立功证书。

④张富清年轻时军
装照。

⑤张富清在家看书
学习。

曾经，有无数粉丝为追星挤爆了机场建
筑。现在，科学家能成为大学生狂热追捧的“明

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明了科学家也有更多的
人去追捧和崇拜。平心而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

国，演艺明星比科学家更容易受到追捧是一种常见现象。
现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位现象级的“明星科学家”，实属不易。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 90岁的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担负的责任。
他对杂交水稻和他背后维系的国家粮食安全怀有的赤诚初
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未变。“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是我们
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我的角度来说，小康社
会就是要从‘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国家强盛了，
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自己的研究当然不会止步不前。

袁隆平曾经写道：“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国家必须强大
起来。”袁隆平从小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始终将个人
前途与国家利益紧紧相连。他有过体育救国的梦想，也曾
打算参军报国，最终，他将自己对祖国的热忱，结成了一串
串饱满的稻穗。“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因此，高产对于我来说，是一
个永恒的主题。”袁隆平说，新中国成立前，自己亲眼见到倒
伏在路边的饿殍，这让他感到痛心。于是在1949年，他报考
了西南农学院。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
孕性》，这篇论文，拉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1970
年，在海南发现的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让杂交水稻研究打
开了突破口。袁隆平给这株宝贝取名为“野败”。1973年，
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
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取得了
重大突破。

回忆起那段攻坚克难的日子，袁隆平记忆里最深刻的
细节之一，是背着足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倒转好几天的火
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辗转研究，只为寻找合适的日
照条件。袁隆平说，这样的经历“就像候鸟追着太阳”。袁
隆平在演讲时所指出的那样，成功的秘诀是“知识、汗水、灵
感、机遇”这八个字。

当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成为全民偶像，这是一种觉
醒，也是幸事。即便不是所有追随和追捧袁隆平的人在未
来都会有袁隆平那样的成果，但愿意追随袁隆平的步子，未
来或许同样能收获充实的人生。这既是袁隆平成为科学明
星的价值，也是莘莘学子追随和追捧“科学明星”的社会意
义所在。

他凭一己之力
养活了大半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