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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寄哀思：袁爷爷，我们想您了
袁老走后的首个清明节前夕，亲友手持稻穗缅怀，网友“云”上追思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正清明。4月1日，在长沙唐人万寿园，袁隆平院士
的夫人邓哲（原名邓则）与家人手持金黄色稻穗，祭扫缅怀。天虽下着小雨，

仍有很多长沙市民自发前往悼念，他们将写满了寄语的卡片投入“天堂
邮筒”，寄托哀思。与此同时，在本报发起的《2022清明祭———写给天

堂的一封信》活动中，不少网友也以书信的方式，向袁隆平遥寄哀
思。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视频 何佳洁 图 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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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9时许，在亲友的搀扶下，袁隆平妻子邓哲
一步步踏上台阶，来到丈夫的墓前。这期间，许多自发
前来的长沙市民也自觉排成长队，缅怀袁隆平院士。

“袁老师，我们想您了，今天来看您了。”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唐文邦说，近一年来，他们正继
续沿着袁老师指引的方向前行，以实现“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为目标，全力聚焦超高产第三代低镉耐盐
碱机械化品种培育的核心竞争力， 也取得了新的可
喜成绩。“袁老师，请您放心，我们将继承您的遗志，
完成您未竟的事业，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在敬爱的袁老师离开我们的第一个清明节，我
们回忆往事，深深怀念。”袁隆平院士工作秘书辛业
芸说，2014年， 袁老师带领他们实现了大面积示范
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 此后更是一路乘风破浪，又
突破了亩产1100公斤，袁老师再次提出向亩产1200
公斤奋进。“我深深感到袁老师一直在带领我们奔
跑，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催人奋发的力量。”

记者看到，每位悼念者除了手中的稻穗外，还拿
着一张寄往天堂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他们对袁隆平
的悄悄话。到了献花环节，大家将明信片投递到了寄
往天堂的邮筒之中。

因无法现场祭扫， 袁隆平生前的同行好友委托
辛业芸女士发来寄语。这些寄语，全是满满的回忆。

杂交水稻专家邹江石研究员说：“袁先生他高瞻
远瞩引领同行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两系法杂交稻
研究遭遇挫折的情况下，他指导研制了‘不育系核心
种子和原种生产技术规范’等五项国家标准。他朴实
无华、平易近人，从上世纪70年代起到江苏考察杂交
水稻，丝毫顾不上交通和环境的艰苦。1999年袁先生
去云南永胜县涛源乡考察我们课题组选育的两优培
九和两优E32的试种现场， 他与大家一样就住在农
村极简易民房里，坐在旧八仙桌吃简餐，夜睡挂着蚊
帐的木板床，丝毫没有专家权威的架子。”

RiceTec首席执行官迈克·古米娜先生说：“我
最喜欢的回忆是关于他的笑声，他笑得很开心。有人
说袁教授一生都把时间和激情花在对科技奉献、养
活世界、 帮助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 我有机会认识
他，感到很幸运。

菲律宾西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育庆
说：“袁老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稻田，我之所以
要向袁老学习杂交水稻的技术， 并非因为这项事业
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而是被袁老要藉着杂交
水稻的技术， 解决千千万万人的温饱问题的伟大抱
负所感动。受到他的影响培育而成的‘西岭系列’在
全菲的种植面积已达100万公顷。菲律宾种植杂交水
稻的稻田，不但产量高，收入也丰厚，去年第一季度
的产量比前一年同时期增加了8.3%。 本人非常感恩
袁老把杂交水稻技术介绍给菲律宾， 使本地农民受
益匪浅，同时成就了两万多农民致富。这不但令本人
因自己当初的心愿和理想得以初步实现而深感安
慰，相信袁老亦将因而含笑九泉。”

他们把悄悄话寄给了在天堂的袁老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节粮爱粮，人人
有责，缅怀袁隆平爷爷。”“敬爱的袁爷爷，值
此清明，我和我的家人深切缅怀您。您一直
活在我们心中！”……受疫情影响，很多人虽
然无法现场来为袁隆平祭扫，不过，选择在
网络上祭扫的人越来越多。

清明节前夕， 三湘都市报开展征集活
动，邀大家给天堂里的TA，写一封信。

连日来， 不少网友通过各平台在本报
《2022清明祭———写给天堂的一封信》栏目
留言， 用书信的方式向袁爷爷表示致敬，遥
寄相思。

“你来人间一趟，闪耀了山河。”网友@
故克说，“每当端起饭碗就会想到袁隆平，是
他让中国人的饭碗装着中国人自己的饭，让
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解决了人类吃饭的问
题。”

“经过饥饿的人们都知道， 粮食意味着
什么， 感恩你袁老师！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
人！” 网友@风之语说，“袁老进入了一个梦
乡，那里的稻穗比高粱还高，穗粒比花生还
大。风轻轻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穗
下乘凉。”

“袁隆平爷爷， 您用生命换给我们幸福
生活，而您却悄悄地离开了这人世间。”网友
@本末说，“认识袁爷爷，还是在课文中，当时
还以为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后来，
慢慢懂得了，袁老是在用一生的智慧，守护
着我们的粮食安全。你是真正的英雄国士！”

……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该厅推出的祭扫

服务网络平台“云上清明”中，开设了“袁隆
平纪念馆”， 可供网友在线上献上鲜花、水
果、香烛等。截至4月1日18时30分，“袁隆平
纪念馆”中供奉的点击量就达到了3万余次。

三湘都市报4月1日讯 今日，由
省民政厅、省文明办主办的“山河清明
一脉湘承”2022湖南清明文化节，以网
络直播的形式在全省同步云启动。

启动仪式上， 就清明节文明祭扫
再发倡议：在祭扫现场，认真遵守疫情
防控要求，自觉佩戴口罩，不扎堆不聚
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倡导
外地亲友不跨区域祭扫， 鼓励网上祭
扫、错峰祭扫。为此，湖南省民政厅推
出了湖南省“云上清明” 网上祭祀平
台，提供网上祭祀、预约祭扫、代客祭
扫、云端接力、殡葬宣传、殡葬地图等
更具个性、温情化的祭扫服务要求。

今年，湖南省民政厅组织开展“清
明文化主题宣传活动”，各市州正积极
响应，将在全省百城、百馆、百园联动，
共树清明祭扫新风尚。湖南省殡葬协会
向全体会员单位倡议，发挥行业引领作
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全省近100
家殡葬服务机构2022年面向牺牲的烈
士、 烈属和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知名人
士及城乡困难群众， 捐赠全程免费节
地生态骨灰安葬（放）设施产品247个，
全免费遗体追思会、告别会和安葬仪式
128场，总价值200余万元。有需要的逝者
家属可向湖南省殡葬协会或捐赠
企业或机构直接申请。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何波

倡议
无法赶到现场，网友“云”上追思袁老

祭扫戴口罩、不扎堆
鼓励网上祭扫错峰祭扫

袁老生前亲友的寄语，满满都是回忆

4月1日，长沙唐人万寿园，袁隆平院士的亲友手持金黄色稻穗前来祭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