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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家乡的星光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逝世,享年95岁

家乡湖南，深深镌刻着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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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
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
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资深
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
组书记，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同
志，因病于2024年8月17日22时55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95岁。

周光召院士1929年生于湖南宁乡县（现为
宁乡市），在理论物理的各主要领域都有杰出的
创造性成果，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他的家乡，“湖南光召科技奖” 成为全省
最高综合性科技奖，湖南师范大学开设“周光召
班”……湖南，深深镌刻着他的名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

周光召一生成绩卓著， 曾被授予
两颗“星星”。一颗，是被命名为“周光
召星”的小行星，悬挂在宇宙星空；另
一颗，是一枚刻有五星、长城、橄榄枝、
光芒的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正陈列在宁乡市第一中学的校史
馆内。

宁乡，是周光召的故乡。他出生于
宁乡市双江口镇， 在此度过了幼年时
光。当周光召逝世的消息传来，故乡的
人们透过勋章，陷入无尽思念。

赤子之心，赠予家乡“镇校之宝”

“听到这个消息， 我倍感悲痛。我
们失去了一位慈祥的长者……” 时任
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欧阳才仍记
得与周光召初次见面的点点滴滴。
那是2003年，75岁的周光召决定将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在备选的
众多名校中，他选择了宁乡一中。

在捐赠当天， 周光召回到阔别多
年的家乡。看着学校礼堂里3000多名
年轻学子， 他讲起一个故事：“我曾在
火车站看到一位母亲送别参军的儿
子。儿子说：‘娘，我到部队后，一定要
买样好东西寄给您!’ 母亲却说：‘儿
啊，娘什么都不想要，只想你把军功章
寄回。’”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就是周光召
的军功章。他深深记着这位母亲的话，
也记着魂牵梦绕的家乡：“过去， 我对
宁乡没做过什么贡献。所以，我决定把
我这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回报宁乡父
老对我的厚爱。让‘两弹一星’精神，在
年轻一代中发扬壮大。”

当欧阳才接过周光召递来的勋
章，肩上担子重如千钧。

为国为民，点亮学子精神之光

“我还记得入学时，老师带着我们
在校史馆参观‘两弹一星’勋章，我感
觉十分振奋， 心想要以周院士为榜
样。”张敏是宁乡一中的学生，毕业后
又回到母校成为一名历史老师，“‘两
弹一星’精神，是一中学子的入校第一
课，也是人生必修课。” 成为老师后，
她将周光召的故事融入思政课堂、班
会活动等，学生们学得兴致勃勃。

“‘两弹一星’ 精神对学校而言是
宝贵的财富， 我们会继续上好这堂
课。”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戴
晓成介绍，受“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宁
乡一中近年来涌现出了湖南圣湘生物
创始人戴立忠、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
理教授黄高以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
国大陆学生第一人何江等优秀校友。
学校每年都有学生考入与航空航天相
关的高等院校， 毕业后在航空航天领
域卓有成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曼斯

周光召院士生前照片。

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祖国

1999年9月18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
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
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周光召名列其中。

有关周光召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发展道路上
所做具体贡献的资料并不多。不过，在中南大学2001年研
究生学术年会开幕式上，周光召进行了回忆。

他说，“无论科学是怎么无界的， 一个科学工作者不
可能没有自己的祖国，人生的价值有多种，但最重要的一
种价值还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献身。”

1957年春， 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
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在莫斯科学
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凭借“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
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等蜚声中外。

1959年至1960年间，苏联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
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图纸和资料。

当时在苏联从事研究的周光召得知这些情况后，义
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

周光召在一封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
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
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周光召启程回国，抵京后被安排到当时的二
机部北京九所工作。作为理论部副主任，他辅佐邓稼先突
破原子弹原理，领导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开始了长达19年
的“秘密工作”。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周光召还曾连夜送上“定
心丸”。

1964年10月15日深夜， 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的预定时间已不足24小时。 一封来自罗布泊试验场的急
电对原子弹的设计提出了疑虑。 上级希望周光召等人做
一个认真的估算———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
多少？

周光召和同事们紧张运算了整整一个夜晚， 次日上
午，将一份联合签名报告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报告认为，经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可能性
超过99%。除了一些人为不可控制因素，原子弹的引爆不
会出现任何问题。

正是因为这份报告， 我国正式批准起爆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

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光召兄的回来， 使得中
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比预想中）早了一两年。”

周光召自己却说：“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
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
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湖南光召科技奖”已成为科技奖励的一个标杆

在中南大学举行的上述开幕式中， 周光召语重心长
地教诲广大研究生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要虚心求教，
不耻下问；要以平常心对待功名，始终不自暴自弃；要有
爱国热情，时刻准备为国家、民族的昌盛献身；要注重团
结，加强交流，一方面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另一方面
又要会交朋友，广交朋友，互相促进，互相学习。

在谈到创新时， 周光召教导说：“创新对科学进步至
关重要，要进行创新一要善于学习，勤于学习，二要有科
学的自信与科学的怀疑态度。” 他最后总结道：“天赋＋
勤奋＋团结＋科学的方法＋平常心的心态＝重大成
果。”

周光召始终关爱后辈，心系家乡。
2003年12月7日，周光召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赠

予宁乡市第一高级中学。他说，奖章对科研人员而言，确
实是个沉甸甸的荣誉，“于我而言， 就是我的军功章。与
其将奖章自己收藏，不如将其赠给一个单位，鼓励后人
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为祖国的科研事业作出贡献。”

1996年，周光召还向湖南捐赠110万元人民币，用于
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当年，湖南光召科
学技术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基金会设立的“湖南光召
科技奖”每2年评选1次，重奖为湖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和科技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由省政府颁发
奖励决定并予以表彰。

后来，获奖的科技工作者中，出现了“杂交水稻第二
人”李必湖、我国“临床细胞遗传学”的奠基者夏家辉院
士、中国生殖工程创始人之一卢光琇、“中国电力机车之
父”刘友梅院士、中国当代优秀的轻武器设计大师朱德
林、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新概念的钟掘院士、车辆工程
专家钟志华院士、桥梁专家陈政清院士、中国分析化学
的学术带头人俞汝勤院士、发明了“侯氏定理”的数学大
师侯振挺、我国第一台深海钻机“海牛号”发明人万步炎
等。“湖南光召科技奖” 已成为湖南科技奖励的一个标
杆、一面旗帜，极大地调动了全省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从2018年起，湖南师范大学设立“周光召班”，每年
面向物理学专业新生选拔30人。2019年， 以周光召名字
命名的“光召论坛”启动仪式暨首期论坛在湖南师范大
学举行。

2023年5月，第四届“光召论坛”上，“周光召班”交出
第一个毕业礼： 首届“周光召班” 毕业生研究生率达
69.6%。论坛透露，“周光召班”已入选湖南省基础学科拔
尖学生培养基地及中国科学院“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
计划”，学生主持或参与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科研课题
超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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