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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不带走一片

云彩；

他走了，留下一片赤

诚、无限感动。

“ 卢 永 根 ……”追 思

中，一声轻唤，让人泪流滚

烫、心潮难平。

有一种信仰，叫赤诚

报国；有一种大爱，叫“布

衣院士”。

11 月 15 日，中央宣传

部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

布卢永根的先进事迹，追

授他“时代楷模”称号。

唯物主义者最后的贡

献

“党培养了我，将个人

财产还给国家，是作最后

的贡献。”——卢永根

2019 年 8 月 12 日 凌

晨，89 岁的卢永根院士因

病辞世。按照他和家属意

见，不举行任何遗体告别

仪式；遗体无偿捐献给医

学科研和医学教育事业。

这是他作为院士的

“最后一次科普”；这是他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最后

的一次贡献”。

卢永根去世后的第 4

天，他的老伴、华南农大离

休教授徐雪宾将一个信封

郑重交给华南农大原党委

书记李大胜：“这是阿卢的

特殊党费，希望组织能够

接受。”

住院的日子，卢永根

夫妇坚持着每天清晨收听

广播、每晚看《新闻联播》

的习惯。夫人每天为卢永

根读报。

“2017年4月17日，卢

永根希望学院把教育基金

的管理实施办法制定好”；

“2017年9月27日，组

织支部学习黄大年的先进

事迹”；

“2017 年 10 月 20 日。

卢永根在病房全程观看了

十九大开幕直播，他表示，

总书记的报告让他这位老

党 员 热 血 沸 腾 ，备 受 鼓

舞。”

……

这是卢永根参加所在

党支部组织生活记录。

党的十九大召开当

天，卢永根身体非常虚弱，

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仍

然坚持全程听完十九大报

告，并参与随后的学习、讨

论。

“卢永根诠释了党性

的力量。”华南农大党委副

书记钟仰进说。

布衣院士的“穷”

与慷慨

“多干一点，少拿

一点，腰板硬一点，说

话响一点。”——卢永

根

2017年3月，卢永

根以夫妻的名义将毕

生积蓄 880 万元人民

币捐赠给华南农大，

成立教育基金，用于

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 生 及 优 秀 青 年 教

师，资助、邀请农业领

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

来校讲座。这是当时

华南农大建校以来最

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2014 年，他还说

服哥哥，将老家两间

兄弟共有的祖屋，以

他们父母的名义捐给

了广州花都区罗洞村

的小学。

在卢永根夫妇慷

慨捐赠的背后，是无

法想象的节俭。

退休后，夫妻俩

出行坐公交，吃饭在

食堂。平日里，人们总

能见到这位老校长、

老院士端着一个半旧

饭盒，静静地与学生

们一起排队打饭。

院 士 家 中 的 摆

设，还停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破旧的木沙

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

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

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

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

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

又绑……

华南农大农学院原党

委书记张展基一直记得，

一次，他打着雨伞走出校

门，突然看到卢永根校长

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皮

鞋冒雨往学校里跑。后来

才知道，卢永根的皮鞋是

出国或特殊场合才穿的，

那天他在省里开完会回

校，正赶上下雨，他生怕皮

鞋沾水弄坏，于是有了拎

着鞋赤脚奔跑的一幕。

有一年，农学院给参

加运动会的教工发了一套

运动服和运动鞋，竟然成

为卢永根日常生活的“标

配”。那双运动鞋，他穿到

脱胶、掉线，去修鞋摊补了

几回，继续穿，实在不能再

穿了才扔掉。他说：“没到

用光用烂还能用，物要尽

其用。”

“公家的钱，能省就

省。”华南农大农学院教授

刘向东回忆，卢永根特别

严于律己。

2003 年，卢永根参加

在南昌举行的全国野生稻

大会，会后继续去沈阳出

差。为了节省住宿费和时

间，已是 70 多岁的他选择

坐夜行火车到北京，再换

乘飞机到沈阳……

科学家的爱与奉献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

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

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

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

力。”——卢永根

双休日和假期照常工

作，早已成为卢永根实验

室的不成文规矩。

卢永根表示，既然选

择了教师的职业，就无怨

无悔，从来没有想过改行。

曾经有一个时期，教

师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

待遇也较低，有些教师心

情浮动。

卢永根说：“不为五斗

米折腰，才是真正的科学

家。”

1987 年，上级拟将担

任华南农学院院长的卢永

根调到北京，任中国农业

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

享受副部级待遇。但卢永

根恳切推辞，因为他舍不

得离开水稻研究事业。

卢永根是中国著名稻

作科学家丁颖院士的学

生。1961年，中央决定为老

专家配备科研助手，丁颖

院士选择了卢永根。直到

1964 年 10 月丁颖在北京

逝世，卢永根一直在他身

边工作，跟随老师跑遍了

全国的稻区。

丁颖淡泊名利，勤恳

敬业，生活俭朴，学农爱

农。这些优秀的品质，

深 深 地 影 响 了 卢 永

根。同时，年轻的卢永

根身上共产党员的可

贵 品 格 也 影 响 着 丁

颖，晚年的丁颖，毅然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卢永根一生从事

稻种种质资源收集、

保护与创新利用以及

水稻遗传学和细胞生

物学等基础性研究工

作, 取得一系列重要

成果。

他曾协助中国科

学院院士丁颖开展中

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

态研究，丁颖去世后，

卢永根主持总结该项

工作并参加撰写《中

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

态》，获1978年全国科

学大会奖；在水稻遗

传资源、水稻半矮生

性、雄性不育性、杂种

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

面的遗传研究，取得

了很大进展；他提出

水稻“特异亲和基因”

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

用“特异亲和基因”克

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

的设想，被业界认为

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

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

和系统的新认识，在

理论上有所创新，对

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

导意义。

卢永根还带着学

生，悉心保护着1万多份水

稻种质资源并加以研究。

如今，华南农业大学已成

为我国稻种资源的宝库。

2001 年，听说在广东

佛冈县的一处山顶上长有

野生稻。卢永根不顾年迈，

带学生去寻找。山上没有

路，布满荆棘。到了半山

腰，卢永根已经体力不支，

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

们只好架着他爬到山顶。

直到 70 多岁，卢永根

还带着学生翻山越岭，到

处寻找野生稻种。

有一张当年拍的现场

照片，卢永根一手拄拐，一

手扶着树，在野生稻旁笑

得格外灿烂。

近些年，卢永根研究

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

33 个，其中水稻 25 个，大

豆 5 个，甜玉米 3 个；培育

水稻不育系3个。这些品种

在华南地区累计推广面积

达 1000 万亩以上，新增产

值 15 亿多元，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香港仔”的中国心

“日本侵华战争的现

实教育了我，使我觉醒到

当亡国奴的悲惨。我是炎

黄子孙，要为自己的祖国

复兴效力。”——卢永根

卢永根是土生土长的

“香港仔”。1930年，他出生

在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

庭，从小接受西式教育。

1941 年，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寇攻占香港。他亲

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凶

残，体味到沦为亡国奴的

苦楚，民族自尊心油然而

生。因香港战乱，卢永根回

到广东省花县老家避难。

在家乡逃难的两年时间

里，卢永根加深了对中国

农村的了解和认识。

回到香港后，卢永根

转入新开办的香港培侨中

学。这是一所爱国的进步

学校，爱国和民族思想活

跃。3 年培侨中学的学习，

成为卢永根走上革命道路

的起点。

1949 年 8 月，香港。卢

永根举起右拳，面向北方，

庄严宣誓加入中共地下

党。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

刚入党的卢永根进入广州

岭南大学读书，领导地下

学联做好迎接广州解放的

工作。1953年，卢永根从华

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并留

校工作，从此扎根内地，毕

其一生研究水稻。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

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

义者。”1994 年，卢永根在

一封公开信中这样说。他指

出，连为养育自己的国家和

民族服务都不愿意，还奢谈

什么为全人类服务？

卢永根曾 3 次赴美探

亲访学，美国的亲人竭力

说服他留下来，但被他坚

决拒绝。

华南农大红满堂草

坪，35年前的一个夜晚，卢

永根曾在这里作过“把青

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

主题演讲，让学生们终生

难忘。

“我的发言，如果能像

一束小火花一样，点燃你

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迸发出热情，为振兴中华

而奋斗，正是我所热切期

待的。”卢永根说。

卢永根院士卢永根院士（（华南农大供图华南农大供图））

卢永根卢永根（（中中））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华南农大供图华南农大供图））

卢永根在病房与师生交流卢永根在病房与师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