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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辑录了100位中国工程院
院士的优秀事迹，讲述了他们与中国
共产党的红色情缘，诠释了什么是真
正的科学家精神。这些院士，大多跨
越新旧两个社会，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其科学涵养及求学态度，前后都
曾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以后，党对科技事业十分重
视，对广大科技工作者也寄予了殷切
厚望。当时，钱学森、朱光亚、彭士禄
等一众学子，悉数在国外留学，成绩
优异，毕业学成之后，他们无一例外
纷纷响应祖国的号召，毅然谢绝国外
机构的高薪聘请，义无反顾地回到了
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奉
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他们研究的
课题不同，主攻的方向也各有千秋，
但他们始终心怀祖国和人民，希望用
自己勤劳的双手，用自己丰赡的学
识，振兴中国科技，以期早日实现科
技强国的梦想。

该书以人物专栏的形式，聚焦
每位院士的工作经历、所取得的科
研成果，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孜
孜不倦投身科技事业的动人场景。
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
生活，他们忘我奋战在科研一线。出
于工作需要，有的资深院士甚至隐
姓埋名几十年，默默耕耘在人迹罕
至的不毛之地。有的院士为了打破
国外的技术垄断，早日实现大国重
器的国产化，吃住在简陋的实验工
地，长期与家人两地分居，从没有半
句怨言。有的院士虽已年过八旬，但
只要党和政府一声召唤，就毅然踏
上前行的列车，奔赴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为人民排忧解难。还有的院士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询问
实验的数据。这些科学巨擘、时代功
臣，之所以如此忘情地投身于钟爱
的科学事业，皆因为他们深深地懂
得，有国才会有家。只有用科技的力

量，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千千万万
个小家庭才能幸福安康，人民才会
安居乐业。全书以“担当”“求索”“躬
行”“情怀”四个篇章，突出表现了这
些院士紧跟世界前沿科技，攻克高
精尖技术，消除国外技术壁垒，在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上，所做出的杰出
贡献。并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生动再
现了他们在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等方面，所展现出的献身科技、造福
家国的炽热奉献情怀。

品阅全书，至始至终都洋溢着浓
郁的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两种精
神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汇成强
大的前行力量，不断感召着一代代院
士们，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肩负起历
史赋予的重任，以科技为桨，以创新
为舵，发扬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创
业精神，为实现科教兴国、科技强国
的奋斗目标，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

卓越的贡献。作者在讲述这些优秀院
士们的事迹，探究他们身上“两种精
神”的生成逻辑时，每每以其质朴的
文笔，犁开生活的肌理，深入触及他
们的精神世界，用一个个感人的事例
解读一种精神的深刻寓意，将他们身
上所秉持的坚韧、顽强、勇毅、向上等
优秀品质，纤毫毕现地坦露开来。每
每读及，深为这些院士们身上所高扬
的爱国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而感动。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时代热切呼唤爱国精神和科学家
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立志投身于
科研的青少年，应以钱学森等老一辈
科学家们为榜样，胸怀强国梦想，勇
于担当，躬行求索。让爱国精神和科
学家精神时刻激荡于心，不断激励着
一代代中华科技学子，向着巍峨的科
学高峰进发，早日站上科技的制高
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再谱新的华章。

“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
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作为“70
后”，我对雷锋最初的印象是始于这首
经典的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
是永远的榜样，雷锋精神是不朽的历
史丰碑。尽管雷锋已经离开我们整整
61年了，但雷锋精神却一直镌刻在人
民心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成长。为了纪念雷锋，诠释雷锋精神的
深刻内涵，由余旭阳、邹文执笔的《雷
锋年谱》，以年谱叙事的方式，深情讲
述了雷锋的生平经历、成长轨迹、思想
动态以及精神形成脉络，还原出一个
有血有肉的雷锋形象。

1940年12月，雷锋出生在湖南长
沙望城县一个贫农的家庭。由于贫困
交加，他的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
弟相继在旧社会悲惨地死去。7岁那年
他又不幸沦为孤儿，靠着六叔公和六
叔奶奶的养育，他一天天成长起来。后
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雷锋在家乡
读完了小学，毕业前夕，他将土改中分
给他的3.6亩土地，全部捐给了学校。
18岁那年，他到团山湖农场就职，并
学会了开拖拉机。1960年，雷锋光荣地

参了军，成了一名运输兵。在部队，他
时刻关心和帮助战友，训练之余，常为
他们缝补磨损的衣裤。生活中，他处处
勤俭节约，常把自己省下的钱，无私地
捐赠给国家用于建设和抗洪救灾。他
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关键时
刻济危帮困，从来不留名。在雷锋身
上，鲜明地体现出公而忘私、助人为乐
等优秀品质。雷锋以一生的实践，践行
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
民服务之中”的誓言。22年的芳华虽然
短暂，但它却以丰富的思想意蕴，蓄满
了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蓄满了对
工作和事业无比的热爱。一本《雷锋日
记》，映照出他金子般的心灵，“对待同
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
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
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
酷无情”。短短的四句话，将雷锋高尚的
品格和人生境界，将他的爱憎与奉献，
坦诚地表露出来。全书以雷锋的人生历
练为主线，用大量鲜活的事例，叙写了
新旧不同的时代，雷锋由一个饥寒交迫
的孤儿，在党的培养下，在社会主义大
家庭的抚育下，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战

士的壮阔人生，并进一步揭示出雷锋精
神从孕育到茁壮的生成符码。

何为雷锋精神？全书用寓事于理
的析义，阐明了雷锋精神最核心的内
涵，那就是时刻帮助人民，雪中送炭。他
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奉献的情怀、
崇高的品格、忘我的境界，始终值得我
们效仿和学习。特别是雷锋在学习和工
作上，所秉持的“钉子”精神；在生活和
事业上，所弘扬的艰苦朴素和顽强奋斗
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不畏风雨砥砺
前行。追溯雷锋的成长，不难发现，雷锋
之所以能由一名孤儿，迅速成长为全民
敬仰的楷模，既是时代的造就，也是他
心怀感恩、不断升华思想的结果。六叔
公、六叔奶奶把他养大成人，乡里免费
供他进校读书，县委书记亲切地告诉他
小小螺丝钉的价值，部队首长对他每一
次进步的褒奖，这一切无不汇成了爱的
暖流，赋予了雷锋勇毅前行的力量。可
贵的是，雷锋也从这种人间大爱中，深
深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这种力量
也鼓舞着他，如高擎的火炬一般，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像一
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样，哪里有召

唤，就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
热，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投身到时代的洪
流中，执着奉献，顽强拼搏，以“亏了我
一个，幸福千万家”的责任担当，肩负起
历史的重任，书写出一个平凡战士最美
的精神境界。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
是一辈子做好事。雷锋在他平凡而伟
大的一生中，用满腔的热忱，树立起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丰碑。61
年过去了，为什么人们始终铭记着雷
锋，依然怀念着雷锋精神？全书告诉我
们，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汇聚了一团火
的精神、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刻苦钻
研的“钉子”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业已深
深地融入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图谱之
中，迸发着永不褪色的时代光芒。

品读《雷锋年谱》，感怀一段历史，
收获着丰硕的思想成果。学习雷锋好榜
样，毋庸赘言，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人人献
出一点爱，在与时俱进中，传承和发扬
好雷锋精神，这世界一定会变成美好的
人间。

◎钟芳

学习雷锋好榜样

一腔赤诚报家国
◎刘小兵

在中国科学界，历来有爱国、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以钱学森、朱光亚、袁

隆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怀揣一腔赤诚，秉承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科

技的美好初心，执着地奋战在科研一线，于锐意进取中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

拼搏故事。这些在《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一书中，按图索骥都能找到他们闪光

的步履。

假期，我用了三天时间，重读了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小
说其实早在35年前我上初二时就已
拜读过。但这一次阅读，仍然感到心
潮澎拜、热血沸腾。每一次阅读，总会
引起心灵深处的共鸣，仿佛自己也置
身于那火热的激情岁月……

我读过许多红色经典，女作家杨
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对我的影
响最大。从少年、青年步入中年，小说
主人公林道静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
光辉形象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鞭
策我不断奋进。

《青春之歌》以20世纪30年代初
为主线，除夕之夜的北平，外面寒风
逼人，十余位青年聚在一处热烈交
谈，燃起情感与思想上的温暖篝火。
他们思念沦陷的东北故乡，痛陈腐败
的当局统治，愤恨日寇的侵略，欢呼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把民族
的生死存亡与个人的前途命运紧紧
联系在一起。席间旁听的人中就有小
说主人公林道静。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的代

表作，这部作品以“九一八”到“一二·
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爱国学生为
背景，描写了以北大学生为中心的一
批爱国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革命斗争，塑造了众多知识分子
形象，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
烈动荡的年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和分
化。表现出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
导教育下，不断更新自己，摆脱旧思
想束缚的曲折成长过程，说明了广大
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积
极投身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之中，才是
唯一正确出路，才能拥抱美好青春。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它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斗
图景，描写了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
命，为打碎黑暗旧世界而与反动阶级
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的感人故事。

小说主人公林道静幼年丧母，又
饱受父亲家族的凌辱与虐待。这样的
生活养成了她孤僻倔强的性格，但不
妨碍她长成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对
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会表示深切

的同情；面对窘迫的生活，她渴望“独
立”做“自由的人”。同时，她也不愿被
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所羁绊，憎恨害死
她生母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为反
抗不幸的命运离家出走，这是“五四”
以来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
社会时共同迈出的第一步。最后在卢
嘉州、林红等人的教育帮助下，在一
系列革命实践中变得坚强，自此他们
才有了真正的前途与出路，也拥有了
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青春。

在阅读过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
的是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抗
击侵略，抵制暴政，为了革命的胜利，
为了民族的生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不怕流血不惧牺牲，坚强勇敢地
面对凶悍的敌人。

当读到林道静为了人民、为了祖
国，热情投身于学生运动，毅然决然
地离开胆小怕事、软弱无能的余永泽
时，我心里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林
道静，一个不屈服于命运的女中学
生，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明白了“一
个人的命运只有和祖国的命运结合

在一起才会有真正出路”的道理，进
而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之一，塑造了一个在上世纪30年代觉
醒和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

重读《青春之歌》，字里行间深深
地感受到林道静、卢嘉川、罗大方等
人留下的是他们为拯救危难中的祖
国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我常常教育儿子，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应该更好地传承他们舍生忘死的
精神，从自身做起，爱岗敬业、任劳任
怨，唯有如此，才对得起英雄先烈们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好河山。

◎杨瑞芳

甘将热血沃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