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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周刊

Grow
up

“90后”，“爱好自由、特长散
漫”，“资深帅哥”“有偶像包袱”，
听到亩产又创新高，脱口而出

“more than excited”，说起带
博士生会焦虑到“搓头”，“爱好打
麻将、下象棋、游泳、打排球”……
这些生活上的小事，一下子拉近
了这位大家心中不可触碰的“当
代神农”与网友的距离。所以，猛
然听到袁老离去的消息，不少人
内心感觉像是自己身边的亲人离
开一样难过。

有人说，“世界上除了爸妈，
谁也不能说我胖，我又没吃你家
大米！”但袁院士可以，因为“我确
实吃他的大米了”。虽这只是一句
玩笑，但这是对袁老一生事业的
一种肯定。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
民”是袁老终身之所求。

1964年，袁老冲破冲破传统
学术观点的束缚，开始研究杂交
水稻，并成功选育世界上第一个
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的成果开始在全
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使水稻单产
和总产得以大幅度提高。1997年
开展超级杂交水稻研究。20多年
来，他带领团队开展攻关，2018
年，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
水 稻 ，实 现 百 亩 片 平 均 亩 产
1152.3公斤，刷新了水稻大面积
种植产量的世界纪录。2020年，
第三代杂交水稻早晚双季稻达到
1530.76 公 斤 ，平 均 亩 产 突 破
3000斤，再创历史新高。这一条
条亩产攀升曲线的背后，是一次
次重大技术的创新，是袁隆平院
士团队对科学技术的一次次极限
的突破。

5 月 22 日 13 时 07 分，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
隆平，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在
长沙逝世，享年91岁。

噩耗传来，举国哀悼。
年轻一代，自发在网络上集
体追思；西南大学、湖南农
业大学的袁公雕像前，学生
手捧鲜花，冒雨前来悼念；
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
前，三捆矗立在医院空地上
的还带着土的青翠禾苗让
人潸然泪下；从芙蓉路到盘
盈路，灵车所过之地，人们
夹道送别，自发高喊“袁爷
爷，一路走好”，路上车辆停
驶、自发鸣笛，让人终身难
忘……

尽管天气阴沉、细雨连
绵，但前来悼念的市民排起
的长队绵延数里。大家都自
发地、由衷地向这位老人，
向这位为了养活 14 亿中国
人而奋斗一辈子的科学家
表达内心的崇敬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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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午乖乖吃完了饭
一粒米都没有剩下”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我们从

小念到大的诗句。珍惜粮食，不仅是袁老对
学生的要求，更是人民敬畏自然的体现。

沧海变桑田，多么美妙的词语。但对于
袁老和他的“海水稻”团队来说，是一个不
小的挑战。生前，袁老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我国有15亿亩荒芜的盐碱地，其中约
2亿亩可进行稻作改良，如果海水稻能够研
究成功，至少能增加1亿耕地，可以多养活
1亿人口。”而这个数字在全球是10亿亩，
海水稻研究，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利用价
值。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亿亩荒滩变良
田”真的就能实现。

袁院士把自己的一生都浸在稻田里，
把功勋写在祖国的大地上。风吹麦浪，就是
他灵魂的回响。在他离世微博底下，有条热
评让人动容：“我中午乖乖地吃完了饭，一
粒米都没有剩下。”是的，从此春种秋收均
与怀念有关。认认真真节约粮食，乖乖吃
饭，就是对袁老最好的祭奠。

袁老已逝，他留给世间弥足珍贵的遗
产，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也感受到
信心和担当。

来时无裹腹，走后留保暖，是对袁隆平
院士一生的真实写照。几十年如一日的耕
耘和坚持，终为消除世界饥饿与贫困作出
突出贡献。当他名满天下之时，却仍只是专
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件衬衣 35 块钱，一
件 T 恤 48 块钱，街边小店理发 18 年……袁
老播撒的是智慧，收获的是富足。

此 后 ，一 日 三 餐 ，每 一 缕 升 起 的 炊
烟，都是飘自人间对您的怀念。袁老，一
路走好！

有人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
感谢袁老，是他带领他的团队解
决了困扰我们几代人的饥饿问
题。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
家布朗向世界发出“谁来养活中
国”的疑问。在此背景下，我国提
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由袁隆平
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一次又一次
刷新世界纪录，对这一世纪难题，
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答案。正因
为亲眼见过吃不饱饭的场景，亲
身经历过穿不暖的岁月，袁院士
将毕生精力都用在水稻育种事业
上，将饭碗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
国人自己手上。当记者问他会不
会害怕那样的场景再次出现，他
才那么坚定地回答，“不可能了！”

而对于在杂交水稻上取得的
成功，袁老并未独享这一成果，而
是将它推广，与世界共享。有人称
他“国士无双，造福人类”，这并不
为过。

袁老“两梦”之一就是“杂交

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们都知道，
当今世界，虽然经济得到一定发
展，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却从未
过去。世界上76.33亿人口中仍至
少有8.2亿面临饥饿，还有上亿人
长期遭受慢性营养不良的困扰。
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起，袁老
和他的团队就通过开办杂交水稻
技术培训国际班等方式，不断为
全球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14000 多名杂交水稻的技术人
才，有力促进了世界粮食生产技
术水平的提高。此外，袁老的杂交
水稻技术也在世界各地得到推
广，如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
亚、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马
达加斯加等国，年种植面积达
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
当地优良品种高出约2吨。这对
提高世界粮食产量、解决世界粮
食危机具有巨大作用。所以，杂交
水稻技术大范围的应用，不仅仅
是对中国，更是世界的福音。

“世界上谁也不能说我胖，但袁老可以”

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更是世界的福音

2013 年 8 月 19 日，袁隆平在广西桂林市
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袁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
关示范片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

■ 基金一览 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近年来，随着科技产业快速变迁，
我国科技产业开启新一轮周期。在科技
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中，相关产业投资
机会不断显现，投资者不妨借“基”布
局，分享科技创新红利。日前，由国投瑞
银基金科技猎手施成担纲的国投瑞银
产业趋势启动发行，该基金瞄准风口锁
定科技成长发展机遇，为投资者布局科

技产业提供发展机遇。
据了解，国投瑞银产业趋势混合基金

注重寻找在各产业变迁或轮动中能够顺
应或引领产业变化趋势的个股。中长期来
看，在产业变化中越具有前瞻性的公司，
其内在价值越能持续提升，可带来长期的
发展机遇。

黄 杰

国投瑞银产业趋势瞄准发展新风口

由东方红4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转型而来的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
混合基金，B类份额将于5月28日起开放
申购。完整运作12年之后，东方红4号-

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于2021年4月
21日正式变更为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原东方红4号的份额转为A
类份额，不可申购只可赎回；新增有三年锁定

东方红启恒三年持有混合基金5月28日起开放申购

持有期的B类份额，为投资者提供参与申购
的机会，分享东方红经典权益类产品带来的
投资体验。

东方红 4号成立于 2009 年 4月 21

日，12年间成功穿越了多轮市场周期，是
东方红资产管理旗下存续时间长、累计净
值高的权益类产品。

黄 杰

随着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蓬勃发
展，以及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加
快，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对中
国公募基金业务的布局。17年来，上投
摩根基金打造了一支汇聚海内外投资
专家的“高研值”投研团队。目前，上投
摩根投研团队近百人，平均从业年限超
过10年。

依托强大的投研团队，上投摩根基

金旗下权益投资业绩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一季度
末，上投摩根旗下股票基金近2年算数平均
股票主动管理收益率达到108.73%。在整
体业绩优异的同时，上投摩根基金云集了
众多优质牛基。截至2021年4月底，公司旗
下多达11只权益基金荣获银河证券、海通
证券、招商证券的5星基金评级。

黄 杰

全球视野做多中国 上投摩根多元布局显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