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缅怀大爱

深深铭记，人间因他们更加温暖
清明将至，市民自发为袁隆平院士、公安英烈扫墓

石碑上的每个名字，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3月29日，清明前夕，长沙市红十字遗体
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广场（明阳山福寿苑陵
园），祭扫的人群已经踏上思念与缅怀的行程。
由湖南省红十字会主办，湖南省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和长沙市红十字会承办的“生命·礼
赞”2024湖南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在这里庄严肃穆地举行。

春风送花寄深情，诗词风韵表哀思。鲜花、
寄言、风铃、音乐汇聚在纪念园内，凝结成思念
与敬仰。

纪念广场上竖立着十余面纪念石碑，每一
面，都镌刻着很多名字。这是1999年至今的遗
体器官捐献者，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温暖
动人的故事。

怀化新晃的杨荣琦，便是其中之一。
2020年，25岁的杨荣琦在武汉理工大学

读研二， 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年12
月，身体出现不适的他被检查出患有“横纹肌
肉瘤”。2023年8月，经过多次手术，杨荣琦知
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跟父母提出捐献眼
角膜的想法。看着儿子满身的伤疤，父母心疼
不已，无法接受。杨荣琦笑着劝说：“我离开了，
还能让别人替我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2024年1月， 杨荣琦已经无法开口言语，
在病榻上用手机打出数十条信息给父亲，交
代他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心愿———捐献眼角
膜。1月13日，感觉自己要离开，杨荣琦深情向
父母告白，感恩他们的辛苦付出。虽然被疾病
折磨得意识逐渐模糊， 但他还是清晰地说出：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月14日， 杨荣琦在家人的无限眷恋中，
安详离世。父母尊重其生前愿望，杨荣琦的角
膜分别移植给两名眼疾患者， 助他们重见光
明。这种大爱的方式，为他短暂生命点亮了耀
眼的光。镌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也是他奉献精
神的永恒纪念。

纪念石碑上，每一个名字都有他们大爱的
奉献。 记者从湖南省红十字会了解到， 截至
2024年3月28日，我省历年累计志愿捐献报名
登记256721人， 历年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
官捐献3919例，共捐出大器官10915个。

一束金灿灿的稻穗，是对袁爷爷不变的思念

“人就像一颗种子， 要做一颗好种子。”
长沙市长沙县唐人万寿园中， 中国工程院院
士袁隆平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至理名
言”。他也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

袁隆平院士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
的开创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一生致力
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长期奋
战在农业第一线。

他曾种下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
梦想试验田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
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另一个是杂交水
稻覆盖全球， 保障国家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如
今，杂交水稻双季亩产已突破1500公斤大关，
中国人牢牢端稳中国碗， 中国碗里装满中国
粮。

2021年5月22日， 是让人无比悲痛的一
天。袁隆平院士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长沙与
世长辞，被安葬在唐人万寿园。

又是一年清明时，连日来，不少民众自发
前往陵园，将鲜花、稻穗放在墓前，将想说的话
写在卡片上，表达对这位老人深深的感恩和无
比的缅怀之情。

3月28日下午， 市民金女士和丈夫罗先生
专程驱车从长沙市区赶到陵园，为袁隆平院士
献上菊花。金女士87岁的父亲和袁隆平院士是
旧识，目前在江苏养老。清明节快到了，她受父
亲的委托，来为袁隆平院士祭扫。

前来祭扫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带着孩子的
家长， 会在一旁轻声地讲述袁爷爷的故事。孩
子们挥舞着小手，面向墓碑懂事地连连点头。

墓碑前，各色菊花开得正盛，其中一束稻
穗金灿灿的颜色十分打眼。

又到一年播种的季节， 我们想您了，袁
爷爷！

誓死与歹徒搏斗，他的警魂永不消逝

3月27日， 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湖南革
命陵园中，一座石雕头像落在林立的墓碑中，
十分显眼。这是英烈民警张杰明的雕像。在这
个陵园中，30岁时与歹徒搏斗牺牲的他，已
经“静睡”了20年。墓碑前，有正在绽放的花，
是前来祭扫的人留下的。

虽然20年过去， 张杰明的一缕警魂，永
不消逝。

2003年8月31日凌晨4时，长沙民警张杰
明和队友罗细海、陈卫接到指令，前往育英学
校抓捕3名正在行窃的嫌疑人。 在逐层排查、
判断后，张杰明把范围锁定在财务室。很快，
双方在财务室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对峙。

作案人打算逃跑，张杰明上前一步抓捕。
谁都没料到作案人手里有刺刀， 双方开始生
死搏斗。

罗细海和陈卫并不知张杰明已受伤，等
到追着歹徒出来时， 两人看到他们这辈子都
忘记不了的一幕：张杰明全身鲜血，死死箍着
歹徒。歹徒挣扎无果，挥舞刺刀行凶。两人迅
速制服歹徒并抱住张杰明。在队友的怀里，张
杰明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把他（指歹徒）带回
去，我可能不行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张杰
明因大量失血死亡。

看到张杰明的遗体，所有人不禁落泪。张
杰明身中十八刀，脸颊、心脏、左肺均被刺穿。
在遇难现场，十余米长的楼道走廊全是血迹；
两侧的门上、墙壁上，均是张杰明搏斗中喷溅
出的血团，一朵一朵，俨然怒放的英雄之花。

“人民警察就是‘人民卫士’。”自发前来
祭扫的市民周先生表示， 警察默默守护老百
姓的生活， 在打击犯罪、 保护人民的危急时
刻，他们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用生命奔赴自
己的使命，是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

唐人万寿园， 市民自发为袁隆平院士祭
扫。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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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弯腰在土地上耕耘，心怀“禾下乘凉梦”，却让无数人吃饱了肚子挺起脊梁，
将被永远铭记；他人虽已逝，却将遗体或器官留给医学或他人，这种壮举，既是大爱，也
是对奉献精神的最好诠释；他克己奉公，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成为一名用生命捍卫信仰
的英烈，构筑起不朽的精神丰碑……

清明时节，在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还有这样一群人值得我们缅怀思念。人间正是
有了他们，才会如此温暖、充满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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