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日，在湖南唐人万寿园袁隆平墓前，悼念者
敬献的鲜花里，写满思念与感恩。

风拂过麦田，我知道那是您灿烂的笑
袁隆平逝世两周年：墓前满是鲜花，“天堂邮局”收到了上百封写给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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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来信，落款为“吃您粮食长大的孩子”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 中国工
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袁隆平在长沙
逝世，享年91岁。同年11月，“袁隆平院士追思会
暨灵骨安放仪式”在唐人万寿园陵墓举行。

两年后的今天，老人墓前满是鲜花，不少市
民自发来扫墓缅怀。 唐人万寿园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平日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祭扫，“有送大
米的，有送鲜花稻穗的，还有送麻将的。”

墓盖边有一个红色邮筒，上面写有“唐人天
堂邮局”。这是为袁老设计的祭拜形式，前来祭
扫的人可以投入信件、明信片等，寄托哀思。

“从无知到幼年，到成熟的青年，您的名字
常常浮现在我们脑海中。”工作人员在袁老墓前
轻声朗读周昊的来信。周昊在信中表示，老师经
常在课堂上讲述袁隆平爷爷的故事。

送别的那天， 周昊走在长沙明阳山殡仪馆
的送行队伍中。“那天的长沙下着雨， 排队的人
手里没有伞，只有花。”周昊在信中写道：“您虽
然走了，但属于您的那颗星星依然明亮。”

手写信笺网上留言，满是追思和怀念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唐人万寿园收到百余
封写给袁隆平院士的信件，来自全国各地，满是
追思和怀念。

“如果世界是一首歌，您在万亩稻香中拉的
小提琴曲，一定是亿万人民爱听的主旋律；如果
祖国是一亩地，您在盈车嘉穗里许下的乘凉梦，
一定是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目标。 如果您是一
粒种子，您会飞越山川湖海，飞向袅袅炊烟，因
为那里有您眷恋一生的黄土地。愿青山留君骨，
清辉照故乡。”

“一别已经是两年了， 您在天堂还好吗？稻
子又熟了，不知让我们又饱饱地吃了几回。您能
看得到吗？时间过得好快呀，好想再次见到您。
我们都很想您， 都记得您，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未曾谋面却深受其恩。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除了手写信笺外， 很多网友也在“云上清
明”的袁隆平纪念馆留言。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袁爷爷已逝世两年之久，但我想对袁
爷爷说：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缅怀袁爷爷的最好方式是珍惜每一粒粮
食，杜绝浪费！”

“一稻济天下，肝胆两昆仑。炎帝神农乃神
话，当代袁老稻花香。”

……

一稻济天下，精神永传承。2019年9月16日，袁隆平
院士来到了湖南农业大学参加开学典礼， 现场学生直
呼“大型追星现场”。现如今，四年过去，那些学生即将
走向工作岗位。这天，他们为袁隆平院士写下一封封感
人肺腑的信件， 并表示将继续追寻袁隆平院士的足迹
走下去。

“笔尖传情”，追随者写信深切缅怀

“我是一颗小种子，两年不见了，想您了，给您写这
封信。”现场，学校农学院2019级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李季欢用颤抖的声音， 为大家读着她写给袁隆平院
士的一封信。2019年，她刚入学，开学典礼上她见到了
曾经只出现在书本上的袁隆平院士，典礼结束后，她给
家里人打电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见到了袁隆平爷
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成了她向很多外校同
学炫耀的农大人独有的福利。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
农村长大，上大学又选了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很多人
表示不理解， 她却说， 这是袁隆平爷爷的专业，“袁隆
平”这三个字好像为她的专业镶上了金边。

作为学校培养的基层农技特岗人员， 林捷告诉记
者，2019年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因为“袁隆平”这个名字，
“来到学校，我就感觉自己离袁隆平爷爷更近了一些。”
今年毕业后， 自己将回到家乡湘潭县从事农技工作，

“袁爷爷的梦，我将会去努力延续。”

“种子精神”，学生讲述袁老故事

现场，袁隆平院士的学生、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赵炳然也为大家讲述了袁隆平院士的故事。

1987年，赵炳然从四川大学遗传学专业毕业，因为
“袁隆平”三个字，让本已得到留校任教机会的他毅然放
弃留校， 选择前往袁隆平院士所在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袁老师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他一辈子发展杂交水
稻，造福世界人民的这份努力。”赵炳然告诉记者，“电脑
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
得下田……”袁隆平院士的这句话他一直谨记。袁隆平院
士去世后，赵炳然没有停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他依然在
为粮食安全而努力，培育更多绿色安全的水稻品种。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斯涵 黄京 通讯员 李晗枫

一夜风雨过后
的长沙格外清凉。5
月22日凌晨5时开
始， 就陆续有人来
到湖南唐人万寿园
袁隆平墓前， 或送
上一束鲜花， 或祭

起一杯酒水，或向“天堂邮筒”投递思念。
上午11时许，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陈弘、副校长郑晓峰、青年教师代表等
四十余人来到袁隆平墓前，敬献鲜花，投
递思念。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弘表示，
岳麓山实验室今年将会投入运行使用，

“袁隆平院士曾在2019级同学的开学典
礼上，讲了他的两个梦。我们要以最好的
成绩，以真正地实现突破‘卡脖子’的芯
片问题和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来回报袁
隆平院士对我们的关怀。”

“袁隆平院士常说，书本电脑里面种
不出水稻来， 只有在田里才能种出水稻
来。他的话朴实无华，却值得我辈学习，
用双脚坚实地踩在田间地头，实干笃行，
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
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师康雷表示，“传
承， 是最好的纪念。 种子已种在我辈心
里，信念当生生不息！”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视频 李致远 通讯员 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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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已种在我辈心里
信念当生生不息”

5月22日，在湖南唐人万寿园，湖南
农业大学四十余人来到袁隆平墓前，敬
献鲜花，投递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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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那群经历过“追星现场”的人
仍在继续追寻他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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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农村，家乡到6月夏
的时候， 农田里就是金黄的一片。
风拂过麦田，如同您抚摸孩子的脸
庞，那金色的海洋，您不说，我也知
道， 那是您灿烂的笑……”5月22
日， 袁隆平院士逝世两周年纪念

日，在湖南唐人万寿园袁隆平墓前，工作人员正在诵
读一封来自山东潍坊的信件。写信者叫周昊，是一名
高中生，这封写给袁隆平爷爷的信，落款为“吃您粮食
长大的孩子”。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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