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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袁隆平全传》

□刘昌宇

把最清澈的爱献给祖国和人民

□赖雨冰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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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全传》 是著名作家
陈启文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质兼
美、 感人肺腑的科学家传记。 以
详尽丰富的资料， 全景式展示这
位享誉世界的 “杂交水稻之父”
的一生， 他的家庭生活、 求学过
程、 专业选择、 兴趣爱好。 同时
又以袁隆平取得的科研成果为节
点， 步步推进， 缕述他是如何一
步一步突破重重困扰和苦难， 攀
登上人生和事业巅峰的拼搏历
程。

作者以袁隆平的名言 “人就
像一粒种子” 作为全书的首章，
详细讲述了袁隆平各个时期的成
长经历。 从江西出生， 到汉口求
学； 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 到
湖南安江农校任教； 从建立完善
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
到创建一门系统的新兴学科———
杂交水稻学。 袁隆平始终秉持着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的理念，
执着奋斗于杂交水稻的艰深领
域。 他以 “泥腿子” 为荣， 坚持
把论文写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写
进馥郁芬芳的杂交水稻田里， 凭
着坚韧的毅力， 以几十年如一日
的接续奋斗， 为了 “让中国人把
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 ”，
无怨无悔地扎根在祖国的农田。

全书在记录袁隆平奋斗历程
的同时， 还深入触及他的灵魂世
界， 着重探求他克服各种困难，
在杂交水稻研究上接连取得成功
的根本动因。 作者通过大量鲜活
的事例， 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
朴素的道理： 袁隆平的成功决不
是一时的偶然， 而是他始终以祖
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 以奉献祖

国和人民为目标， 一辈子躬耕田
野， 脚踏实地科学报国的有力体
现。 他常说 “人就像一粒种子，
要做一粒好的种子”。 袁隆平不
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他常年穿行于稻田， 如一枚谦逊
的 “种子”， 把知识的根须牢牢
地扎在华夏大地， 从实践中汲取
科学的养料， 用春风化雨般的润
泽力量， 让一粒粒超级杂交水稻
的种子破土而出， 沐浴着慷慨的
阳光和雨露， 长成了一束束沉甸
甸的稻穗。

《袁隆平全传》 还呈现给我
们一个更加真实、 立体、 鲜活的
袁隆平形象。 工作中， 他是活跃
在田间地头的水稻专家 ； 生活
中， 他是花前月下拉小提琴的一
把好手； 运动场上， 他是浪遏飞
舟的游泳健将 ； 杂交稻育种现
场， 他是诲人不倦、 传播科学知
识的领航者……他的率性 、 淳
朴、 刚毅、 雄健， 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他的生命散发着汩汩
的正能量， 时时处处彰显出强大
的人格魅力。

一粒小小的种子改变了世
界。 袁隆平用他一生的勤奋和忠
诚， 很好地践行了自己的人生诺
言。 他把世上最清澈的爱， 都无
私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这样的
“国之大者”，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和民族的脊梁。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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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职场人， 你是否有过类似的体验： 觉得因工作而感到非常疲惫， 无论

是生理还是心理上？ 觉得工作毫无意义， 完全无法从中得到成就感？ 觉得在工作中

失去了自我， 变得对周遭漠不关心、 随波逐流？ 如果以上几个问题你的答案都是肯

定的， 那么你可能正在经历 “职业倦怠”。

所谓 “职业倦怠”， 是个人与工作的心理距离加巨， 或对工作感到消极或厌倦。

事实上， 很少有职场人未经历过 “职业倦怠” 感。 面对不同阶段的 “职场倦怠”， 是

即刻逃离， 还是再继续坚持， 或是有其他更好的解法？

走出“职业倦怠” 重燃工作热情

时光的齿轮， 一直在不停地转动。 伴随着 2023 年满满的收获和喜悦， 带着无

尽祥瑞气息的 2024 龙年到来了。 在新的一年里， 每个人都会对工作有着详实的规

划， 对生活拥有不同的心愿和憧憬。 在此， 让我们畅所欲言， 期待美好的新年。

职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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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黄色工作服， 走在层层
叠叠的山峦中， 脚下的铁路线仿
佛祥云一样， 衬托着他们忙碌的
身影 ， 赋与了劳作不一样的意
义。

这是一群跟光缆打交道的
“通信卫士”。 由于常年行走在山
野里， 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光缆
情况了如指掌。 今天他们按惯例
对光缆径路进行日常巡视补强工
作。

这里是京九线杨村到埔前的
区间 ， 这段区间地形复杂 ， 山
多、 坡陡， 沙土样的土质被雨水
一冲很容易发生塌陷。 埋藏在地
下的光缆不但要随时注意有无裸
露地面， 为了防止路内路外的各
种施工对光缆造成伤害， 还要沿
着光缆径路进行砍青、 种植警示
牌和油饰标桩等各种工作。

“今天我们分两组， 一组人
员对光缆进行砍青作业， 一组进
行油饰、 ‘种’ 警示牌， 大家作
业时注意工具的距离和力度， 油
饰标桩时戴上口罩， 做好防护。”
集中修工区工长吴良斌交待好各

种注意事项后， 一头扎进此次劳
动强度最大的砍青工作中。

现年50岁的吴良斌从事通信
维护工作已经30年 ， 他做事细
心、 果断， 外表精干的他处理过
上百起光缆中断故障， 他带领的
集中修工区是车间大通道维护中
的 “定心丸”， 班组由13人组成，
他们在长年累月跟光缆打交道的
过程中， 练就了发现故障隐患的
火眼金睛和十八般武艺。

“有时候， 我们接到监测分
析室报过来的故障， 根据故障情
况， 能很快判断出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 故障点在什么范围。 因为
常年行走在区间， 对光缆情况非
常熟悉。 周围有没有施工、 是不
是鼠害我们都知道， 就差知道几
只老鼠了。” 作为工区最年轻的
职工， 阳志一边砍着茶杯粗的灌
木一边笑着说。

另一边， 职工陈镇苏正在给
电缆标桩刷上白色油漆， 他刷的
油漆均匀光滑， 旧标桩在他三下
两下的劳作中如同新的一样， 醒
目地屹立在荒野中。 “从事光缆

维护10多年来， 因为每年都要对
标桩进行刷漆喷字， 现在我家的
房子都是我粉刷的， 手艺都练到
家里了。” 陈镇苏的手上沾满了
油漆， 额头冒汗， 顾不上休息又
转身朝下一个标桩走去。

临近中午12点， 长达5公里
的作业区段终于完成 。 此次作
业， 他们砍青了30个标桩、 16个
警示牌周围杂草， 油饰了31个标
桩， 对光缆井进行了两处培土整
治， “种” 了两个标桩、 5个警
示牌。 吴良斌手颤抖着拿起带来
的最后一瓶水， 招呼大家休息。
其他3位同事和他一样， 累得手
都快抬不起来了。

今年以来， 吴良斌和他的同
事每周忙着工区管内近百公里的
光缆维护补强， 他们的手臂上都
是砍青时被荆棘划伤的口子， 陈
镇苏晒得黝黑的脸上此刻还残留
着白色、 红色油漆， 这些劳作的
印记无声地诉说着他们平凡而又
伟大的工作 。 他们头顶的轨道
上， 一列列车呼啸着开过， 带来
一阵微风。

劳劳作作
在在山山野野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