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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是我国第 40个教师节。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本报推出教师节特刊，邀请袁隆平、南仁东、张伯礼、李

德仁四位杰出科学家的学生撰文讲述恩师教书育人的动人故事，展现他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一 朝 沐 杏 雨 终 生 念 师 恩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俞慧友、操秀英、吴纯新、都芃
整理）

◎吴 俊

◎王佳宝

◎肖雄武

◎甘恒谦

提起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

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南仁东是绕不开的名字。

如今 FAST 取得如此大的成

就，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位著名天

文学家当初打下的良好基础。南

老师除了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

还是一位好老师。我有幸跟随南

老师学习，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

身受益。

从 2001 年开始读研，到 2010

年获得博士学位，近 10 年间，我

一直跟随南老师学习。读研期

间，南老师给我们讲《射电天文方

法》。课堂上的他，经常穿印花衬

衫和牛仔裤。

南老师在指导学生时，特别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尤其看重学生的动手

能力。他比较喜欢个性张扬的学

生，觉得年轻人就要有活力。

南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

他给研究生上课，会把书本上艰

深的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

来，尤其擅长举例子和打比方。

研二时，我开始接触与 FAST

有关的工作。此前，南老师已经

围绕 FAST 做了许多工作，有了

很多想法和研究成果。我的研究

方向主要是仿真计算 FAST 焦面

场，并进行相关可行性研究。

2010 年，我获得博士学位，

FAST 也准备开工建设。当时，由

于我已经从事 FAST 相关工作近 8 年，毕业后就加入了

FAST建设团队。

2011 年 3 月，FAST 正式开工建设。那年秋天，我第

一次到施工现场时，那里还满是泥泞，基础设施也不完

善。工作人员的饮用水、通信、医疗保障都成问题。即使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南老师自始至终跟大家一起生活

和工作，从没享受过特殊待遇。

FAST建设中出现的每个难题，南老师都会亲力亲为

地去推动解决。我曾参与 FAST 电磁兼容研究工作，在

设计反射面促动器的电磁兼容时，我们遇到了不小的麻

烦。南老师在详细了解问题后，与领域内专家讨论，并全

程参与反射面促动器电磁兼容设计、加工、测试调试、整

改等工作，与我们一起攻坚克难。

在 FAST 工程建设过程中，南老师从不放过任何技

术细节问题，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他常给我们

算成本账。他说，FAST 建设成本 12 亿元，设计使用寿命

30 年，平均到每天就是 10 多万元。如果我们工作做不

好，耽误一天，国家就会损失 10多万元。

严肃不是南老师的全部，他还是一个非常可爱、温

暖，对别人比对自己还好的人。

2017年 5月，我因跟腱受伤住院，但没有向南老师过

多提及此事。一天晚上，他突然带着慰问品出现在病房，

询问我的伤势和恢复情况。

不只是对自己的学生，南老师会把爱洒向身边所有

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他总是尽最大可能施以援手。

比如，他记得 FAST 工程每位工人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

的家庭情况等，还曾让人打听工人们的衣服尺码，然后和

夫人一起给每位工人买了一身衣服。他还长期资助

FAST所在地——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的贫困学生。

博士毕业、入职工作……在我人生中的许多关键节

点，南老师都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帮

助，我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我。

2017年 9月，南老师因病去世。我很怀念他，希望能

够将 FAST 维护、运行得越来越好，使它产出更多成果，

让南老师可以放心、安心。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正高级工程师、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电子与电气工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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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师易遇，人师难求。从一个偶然的机

会认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

汉大学教授李德仁至今，他一直引导和激励

我前行，让我不断突破自己。

2012 年 7 月，我在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

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硕士阶段的学

习，跟随李老师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郭丙轩

钻研无人机摄影测量。在郭老师的团队中，

我得到很多锻炼机会。

2013 年 3 月，我参与了由李老师提出和

领衔的重点自主研究课题“倾斜摄影测量全

自动三维建模”。在参与该课题期间，我多次

向李老师汇报研究进展，并得到他的指导。

2013 年 11 月 8 日，凭着对科研的浓厚兴

趣，我拿着自己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鼓起勇

气请求报考李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李老师在

听取我的汇报并查看相关科研成果后，针对

我研究的科学问题，热情地与我交流、讨论，

还送了我一本学术专著《误差处理与可靠性

理论（第 2 版）》，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报考请

求。不久后，李老师还推荐我在《测绘学报》

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2014 年 9 月，我顺利通过博士研究生入

学统考，如愿成为李老师的学生。

开学时，李老师把自己指导的所有新生

召集到办公室，和我们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多

学习、多动手、多思考，要敢于大胆质疑。交

谈结束，李老师送给每位学生亲笔签名的学

术著作《不停歇的思索》。“不停歇的思索”是

他给我上的第一课。

读博期间，李老师在科研和生活上为我

提供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他每月会定期给所有学生发放额外的生

活补助和研究津贴。他对发表论文的要求非

常高。针对我准备投稿的一篇学术论文《倾斜

摄影测量与全自动三维建模》，他指出我对三

维重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了解还不够全面细

致，忽视了以色列同行的重要工作，让我至少

再阅读100篇高质量的最新参考文献和资料。

在李老师的教导下，2015 年 9 月我以全

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武汉大学“一等学业

奖学金”，并获得“王之卓创新人才奖”。

2016 年 6 月，在李老师的推荐和郭老师

的支持下，我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综合考评第一名的成绩获得美国加州

大学欧文分校的公派留学机会，并得到国家

公派留学全额资助。

留学期间，郭老师告诉我，李老师十分关

心我，多次问起我在外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李

老师勉励我静心科研，多出成果，早日回国效

力。在老师们的关怀和激励下，我在留学期间

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2017年底回国后，李老

师同意我按期毕业，并推荐我留校工作。

他曾多次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提出

很多宝贵意见，还建议我增加“无人机影像实

时处理可行性研究”一章，使论文质量得到很

大提升。

2018 年 5 月 28 日，我顺利通过博士学位

论文答辩，还获得了全优成绩。

天涯有穷时，师恩无尽处。又到教师节，

我想把最真挚的敬意献给李老师。感谢他给

我们提供了最优秀的科研平台、最宽松的科

研环境和最自由的学术氛围。

李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务实的治学思

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开拓进取的科研

精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唯有刻苦钻

研、勤奋拼搏，才能不辜负他对我们的期望。

（作者系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航空航天摄影测量
研究室党支部书记）

“不停歇的思索”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
——记我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

师者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精神的

传承者。我很幸运，在求学期间能遇到中国

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成

为他的学生。在大众眼中，他是济世国医，仁

心仁术、德术并彰；在学生眼中，他是亲切的

“张老师”，因材施教、润物无声。

读本科时，我曾读到过张老师抗击 SARS

的报道，后从不同途径，了解到他致力于推动

中医药现代化，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所以决

心报考他的博士生。

考取后，我曾担心：张老师太忙，很难抽

出时间教我。不过，后来我发现，尽管张老师

每天日程排得很满，但指导学生始终是日程

表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会悉心指导每位

学生，针对不同学生量身定制教学方案。

读博期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正常的学

习、科研工作一度被打乱。那时，张老师细致

地关心我们每个人的课题进展，并鼓励我们

围绕中医药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寻

找新课题。检索文献后，我决定瞄准“三方三

药”之一的宣肺败毒方的药理作用，研究其如

何治疗新冠。

在张老师指导下，我成功揭示了宣肺败

毒方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迁移，缓解急性肺

损伤的作用机理。这是我读博期间一项重要

的研究成果。

张老师常用自己选择研究方向的故事激励

学生。20世纪70年代，中医药专业多数研究生

都选择研究古代典籍，而张老师通过细心观察

和临床实践，对舌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

反复思考，他向导师提出了研究舌诊客观化的

想法，并得到了支持。随后，张老师致力于研究

中医诊断学，开创了舌象色度学和红外热像学

等研究方向，为中医四诊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张老师认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教育

的根本在于塑造学生的价值观。

针对一些大学生不求上进、懒散等问题，张

老师于2009年成立了“勇博励志班”。这个班每

年从新生中招收学员，通过学生自我组织、自我

约束、自我激励等管理模式，促进他们成长成才。

张老师说：“教育是神圣的职业，爱是它

的真谛。爱就要包容，爱就要尊重，爱就要保

护。尊重学生至关重要，我们要把学生看成

朋友，看成自己的孩子，保护他们的自尊心，

鼓励他们进步。”

为进一步激励、资助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

张老师先后捐出他所获得的吴阶平医学奖、何

梁何利奖等奖项的奖金，设立“勇搏”基金。

作为张老师的学生，我也感受着他无微

不至的关怀。临近 2022 年春节，受新冠疫情

影响，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学生未能及时回

家。张老师得知后，自己出钱，让一位师姐购

买了一些日用品，代表老师看望大家。

生活中，张老师对我关怀备至，但在科研

中，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我的论文、报告等都经

过数次检查才提交，但返回来时，依然能看到张

老师在上面留下的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他

还常会查看我们的实验数据，要求我们详细记

录并做好备份，绝不允许出现数据造假。

张老师说，当今中医药发展面临千载难

逢的机遇，也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让中医药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是年轻中医药

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指引下，我们一

定不忘初心，做一名合格的科研人。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中
医内科学博士）

他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
——记我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图为李德仁图为李德仁（（右右））和学生肖雄武的和学生肖雄武的合影合影。。 肖雄武肖雄武供图供图

张伯礼张伯礼（（左左））与学生王佳宝与学生王佳宝。。 王佳宝王佳宝供图供图

南仁东（右）在贵州黔南州平塘县大窝凼施工现场与
工程技术人员在一起。 新华社发

袁隆平袁隆平（（右右））和和吴俊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吴俊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 吴俊吴俊供图供图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第 40 个教师节。

我很荣幸，因为今天的我也成为了一名人民

教师。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向给予我谆谆教

诲的恩师们道一声“教师节快乐”。但 2021

年的教师节，一位既教导过我的博士生导师

邓启云、又教导过我的恩师，再也没机会听到

我的问候了。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

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那一年，他因病与世长

辞，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水稻育种事业。

袁老师离开了，但他留给我们杂交水稻

这一世界领先、彪炳史册的创新成果，还留下

了宝贵的科学家精神。

袁老师是一个坚持人民至上的人。服务

人民是他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年轻时，袁

老师曾目睹百姓因饥荒吃不饱饭而倒在路

边。这一幕让他立志解决老百姓吃不上饭、

吃不饱饭的难题。他告诉我们，保障国家粮

油安全、让人民群众吃饱吃好，是农业科教工

作者应牢记心头的使命。

袁老师是一个自信自立的人。他深信只

有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才能筑

牢我国粮食安全的“城墙”。杂交水稻技术是

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一面旗帜。以他为代表

的我国科研工作者，让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

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袁老师是一个守正创新的人。他发现了

天然杂交稻，尽管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水稻

没有杂种优势。但他坚持实事求是，探求真

理，最终实现了杂交水稻技术的巨大突破。

袁老师是一个坚持问题导向的人。他主

持的科研项目，始终面向生产一线。他经过

深思熟虑，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

科研战略。但科研从无坦途，袁老师在研究

过程中也遇到了波折，甚至是巨大挫折。但

他从不退缩，而是面对、分析问题，直到问题

被解决。

袁老师胸怀人民，也胸怀天下。他有一

个世人皆知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曾工

作过的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带领下，长期坚

持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培养本

土化高素质专业人才。

袁老师特别爱护后辈，提携后学。2018

年，湖南省科技厅启动湖湘青年英才导师带

培工作，袁老师欣然在通知文件中写下“本人

乐意培养吴俊（湖湘青年英才）”。2020 年 11

月底，我向袁老师汇报他带培以来，我科研工

作取得的进展。他听后非常高兴，在我的工

作报告上写下“吴俊的研究成果很好”。袁老

师或许并不觉得两次题字有什么特殊，但于

我而言，这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以上种种，是我跟随袁老师工作、学习 13

年的切身感受。我一直要求自己，要如袁老

师一样，毕生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

2022 年 10 月，因工作需要，我从湖南省

农科院调到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工作。农学

院的教学主楼被命名为“隆平楼”，楼前还建

有“隆平纪念园”。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深

感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每年学院的开

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重大活动，都会在隆平纪

念园袁老师的雕像前举行。我们以这种特别

的仪式，向学子传播袁老师的科学家精神。

未来，我的学生中一定会有人成为教师，

成为农业科研工作者。我期盼有一天，我辈

能实现袁老师未实现的梦想，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为造福全世界而不懈奋斗。

袁 老 师 ，很 想 和 您 再 道 一 声“ 教 师 节

快乐”。

（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

很想和他再道一声“教师节快乐”
——回忆我的带培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