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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世界级农业科学家。
    袁隆平，生于1950年9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创始人，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
优势的第一人，曾成功选育了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强化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
；荣获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为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他还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等多次国际奖励。
    他培育的杂交水稻被称为“东方魔稻”，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每年增产的稻谷相当于每年解决6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他有两大愿望：一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全世界，二是把超级杂交水稻搞成功，以造福全人类。
    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情节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向广大读者展现了袁隆
平这位高大而平凡的人物的曲折经历和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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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淑英，1933年出生于滦南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在《河北青年报》、《河北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
曾担任河北青年杂志社总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先后出版长篇小说《废墟》、《唐山大地震记事》、《鸳鸯剑》等。
报告文学《妈妈，五丫对您说》获河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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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课了，同学们愿意围在他身边，听他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同学们都喜欢他，觉得他像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哥哥。
他爱同学们，同学们也爱他。
爱，使得他与同学们很亲近；爱，使得他所教授的俄语和遗传学课的教学效果非常好。
　　安江农校的学生大多是山里生、山里长的农村娃。
学生们背着背篓，装着干粮来上学，来去一阵风，个个精精神神，爽手爽脚。
因为常走山路，他们的脚板硬朗，肌肉结实。
他们手勤、脚勤，做学问也勤。
险恶的生活环境，将湘西人推到了生活的极限，使湘西人具有坚韧的生活张力和顽强的意志。
所以，袁隆平越来越喜欢湘西人，喜欢安江农校和这里的学生了。
　　他说，学生学农，只靠在课堂上听课是不行的，必须边讲边实验，有时实验比讲课更重要。
所以，他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学校的设备、经费、资料等缺乏，但这一切困难，都没能阻止他带领学生们进行科学实验。
在科学实验活动中，袁隆平注意向实践学习，向农民学习。
 春天来了，布谷声声催耕催种。
成群结队的农民赶着水牛，扛着犁杖下地了。
他们驱赶着笨重的水牛，拖着原始的犁耙，在层层水浇的梯田上耕耘、播种。
待秧苗出水后，农民们又弯腰插秧、锄草⋯⋯　　袁隆平热爱农民，当他带领学生们与农民并肩劳作
时，俨然是个农民。
他注意到一件事情：很多农民口袋里装着一根小木棍，来到田头后，便找一块平地，然后将那根木棍
插到中间，并以小木棍为坐标原点，画一个“十”字。
阳光下，木棍投下的影子，沿顺时针方向慢慢地移动。
根据影子移动的方位来测定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用午餐，什么时候该收工回家。
袁隆平不由得赞叹道，好聪明的农民哪！
在这个经济贫困，没有钟表的地方，他们沿用了古代天文学家发明的“日晷”来测定时间，依然不失
为一种好方法。
他认为，农民兄弟是很聪明的，是非常有创见的。
　　秋收季节，连续数日挥镰收割。
每日天刚蒙蒙亮，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便来到地头，太阳落山后才收工，师生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
　　一年四季，春天播种插秧，夏季锄草挠秧，秋天收割耕地，他样样农活学着干，并抓紧课余时间
，带领学生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而且，他还承担着俄语和遗传学两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袁隆平在与学生并肩劳动中，经常给学生们讲劳动创造人类的道理。
他说： 　　“劳动是光荣的，这不但是常识，而且是天条。
劳动创造了。
人类自己，劳动产生了语言和智慧。
倘若有谁不愿意承认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是伟大的，那么，他就是不愿意站在人类的行列里。
”　　袁隆平崇尚劳动，心向民间最底层。
他对湘西土家族的民俗民风很感兴趣，比如婚丧嫁娶、端午节、中秋夜，这里处处散发着古老的民间
风情。
　　他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土家族人家里做客。
沿着土家族人修建的田间小路，踽踽独行，感悟着土家族那朴素的民风民俗。
每当这时，生活的重负，世俗的烦恼，人生所有的不快，都统统被化解。
　　袁隆平很快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他总是善于让自己的心灵与学生的心灵相碰撞。
课间，他坦诚地与学生们交流思想，与他们一起探讨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课余与同学们一块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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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滚打，与同学们共同编织着美好的绿色梦想。
，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在湘西那些农家学生的心目中，他过的还是上等人的生
活。
湘西的冬天，有时冷得出奇，很多同学没有棉裤穿，上身也只是穿一件没有衬衣的“空心袄”。
遇上风雪天，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哆嗦。
袁隆平见了，赶忙把衣薄身寒的同学叫进自己的单身宿舍，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绒衣、绒裤，拿出
自己仅有的换洗的衬衫，以命令的口吻说：“听话，穿上，一定要穿上！
”一个又一个同学眼含泪水，接过袁老师手中的衣服，穿在身上。
顿时，浑身暖乎乎的，心里也热乎乎的。
　　袁隆平是惟一来自大城市的教师。
开始，人们觉得这位大城市来的教师，说话、走路都是文绉绉的，一双眼睛很是和善，又听说他是书
香人家的子弟，能够背诵古诗词和熟谙四书五经，是重庆名牌大学毕业的。
都说，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来到农专，真是屈才了。
可是，他并不这样看。
他感到委屈的，是这里太穷。
袁隆平和其他教师一样，学生放学以后，还要到房前屋后挖野菜。
那时没有煤烧，要靠自己上山去砍柴。
上山砍柴，他不习惯穿草鞋，穿解放胶鞋又打滑，他干脆打赤脚。
十个脚趾头，如同十颗钉子，牢牢钉在山路上。
渐渐地，肉脚板被山石打磨出一层层老茧，小刺扎不进，小石子硌不疼，跋山涉水，健步如飞。
　　对于袁老师在湘西大山里艰苦的生活，同学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有时，袁隆平工作一天回到屋里，发现房间里堆满了野菜和柴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学生们替他们的袁老师代劳了。
　　深受感动的袁隆平，这时便实实在在地体味到教师职业原来是这样好，讲台也是这样好。
讲台尽管很小，但却任他驰骋纵横，任他激情奔放。
　　给学生魅力，不给学生压力。
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是他坚持的教学方向；与同学们一起认真钻研教材，但不神化教材，是他的教学
思想；在教学中深化课堂知识，在实践中拓展学生的视野，是他的教学手段。
　　他知道，教师的工作是平凡的，但他却在平凡中默默耕耘。
他懂得，教师的职业在于奉献，人生的价值也将在奉献中闪光。
　　1958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赶上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学校经常停课。
他带领学生们跟着“千军万马”深翻土地，昼夜鏖战不止；或者带领学生们投入“大炼钢铁”的洪　
　流之中。
这里的“大炼钢铁”搞的是再原始不过的土法上马：小土炉一座连着一座，将根本炼不出铁水的矿石
投入炉火中，燃烧的是从山上砍来的大树，人们将树劈成干柴，有时竟然将整棵整棵的树架起来燃烧
，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结果，深翻的土地不但没有亩产万斤，而且连原来二三百斤的产量也达不到了。
　　那土高炉炼出来的所谓钢铁竟是“黑豆腐渣”。
　　这时的袁隆平，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兴奋。
他内心深处隐隐作痛，他在惋惜那些被毁的林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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