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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苗禄权、中国国防报记者
鲁文帝报道：为深入贯彻《关于深化学生
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拓展学生
军训综合育人功能，提升青少年国防意
识和军事素养，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
和全军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近日联合下
发通知，发布《2018 年学生军事训练工
作要点》。
《要点》从深化学生军训改革、推动政

策落实、完善育人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增
强保障能力等方面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
地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按照中央关于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国防军队改革的决策
部署，推动形成学生军训工作新格局。

今年的学生军训工作将加强顶层设

计，研究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教
学、军训基地建设管理、监督考评办法等
相关制度规定，修订学生军事训练大纲，
为组织开展学生军训提供基本依据。同
时，依托 7个省市区和一所军校，进行学
生军训工作的探索和课题攻关，推动学
生军训创新实践。
《要点》要求各地建立学生军训年度

报告制度，健全学生军训管理机制，进一
步增强保障能力。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省军区、承训单位和学校要对年度学
生军训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分别向上级
提交专项报告；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努力
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持学生军事
训练的良好氛围。

教育部国防教育办公室和全军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

2018年学生军事训练工作要点发布

中国以超过30%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成为

世界引擎；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中国网，赢

得世界点赞；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行动，

凝聚世界共识……透过现象追根溯源，越来越

多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

创造这一切奇迹的根本原因。

“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

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释了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作

用，以三个“永远”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更好担当起自

己的历史使命。铿锵话语，谆谆之言，彰显大国领

袖的高瞻远瞩，照见共产党人的赤忱初心。

群雁高飞，离不开头雁的引领；千舟竞渡，

需要旗舰的领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

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从九原

板荡的危机中诞生，在烽火硝烟的战争中淬火，

于激情燃烧的建设中挺立，在改革开放的洪流

中壮大，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

始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与使命，带领亿万人民为民族复兴共

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掌舵引航，中国号巨轮驶入全新的

水域。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就要统揽

全局、协调各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

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

本方略。党的十九大绘就了走向美好未来的宏

伟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要

攻克前行路上的“娄山关”和“腊子口”，更需全国

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凝聚起勇往直前、

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万众一心向前进。

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就要始终

自身过硬、勇于自我革命。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

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过去

5年，从重拳出击、铁腕反腐，刹住歪风邪气，到严

肃纪律、建章立制，增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

著增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仍要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

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政党，伟大的政党成就伟大的事业。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能让亿万人民精诚团

结、众志成城，在新时代的浩荡东风里，推动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

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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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中国“海龙Ⅲ”潜水器由“大洋一号”科考船搭载，在西太平洋海
域完成首次深水试验，抵达1690米深的海底。 新华社发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年会25日

在京开幕，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新华社）

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记录到怎样
的巅峰？

在海拔 6000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
坡，他攀登到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高
度；

一颗平凡的种子，可以为民族的
未来带来多大的光亮？

16年间行程超过 50万公里，每年
100多天在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
地方穿梭。

他带领团队收集 4000 万颗种子，
盘点了世界屋脊的生物“家底”。

2017 年 9 月 25 日 ，著名植物学
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不幸遭
遇车祸，5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

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
探索之路延续。”钟扬曾说过的话犹在
耳边。

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
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我们走进钟
扬精彩的一生。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

一个国家的命运，一颗

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

的未来。”

——登上植物学之

巅 ， 因 为 他 有 独 特 的

“种子观”“种子梦”

2001 年，钟扬第一次进藏。有的
人不理解：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
者，为什么要跑到边疆搞科研？

原来，钟扬在复旦大学重建生态
学科的工作中越来越意识到，许多物
种在消失，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
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国家发展、
人类命运意义非凡。

钟扬瞄准了一个地方：西藏——
这里有将近 6000 个高等植物物种，却
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和种子采
集。
“一种基因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

运，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
来。”

这是钟扬的“种子观”。
“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

一百多年后没有了，但一百多年前我
采集过 5000 粒种子，并且把种子放在
了一个罐子里。后人拿出来种，即使
只有 500粒能活、50粒能结种子，这个
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这是钟扬的“种子梦”。
这个梦一追，就是16年。
从 2011 年起，钟扬开始带领团队

寻找高山雪莲 （鼠麯雪兔子）。6月的
一天，他们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走到珠峰大本营周围，高山雪莲
还未现身。
“继续向上走！”钟扬呼呼喘着粗

气，脚下一瘸一拐走得不稳，表情却
比任何时候都坚毅。
“找到了！找到了！”
这是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岩

石。在岩石缝里，藏着这种高仅 10厘
米、长着灰白小绒球花朵的不起眼植
物。花形宛如拇指，花瓣的形状蜿蜒
着生生不息的气息。钟扬像注视一个
刚出生的孩子那样，脸上挂着深深的
喜悦，凝望了很久……
“这个发现使我们找到突破现有世

界记录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
进一步的分子生物学分析将为揭示其

种群来源、动态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
系提供科学的依据。”

有人问钟扬，一天到晚采种子，
没有任何眼前的经济利益，值得吗？
“功成不必在我。”他回答：“假设

一百多年之后还有癌症，又发现有一
种植物可以抗癌，但也许由于气候变
化，这种植物已经消失。人们会想
起，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
像采集过。”

“ 在 仰 望 星 空 的 同

时，千万不要忘了脚踏

实地，因为世界上的很

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他是熬出来的

“种子猎人”，随身的只有

“老三样”“死面饼子”

这是一种细长而直立的小草，花
苞绽放时，开出米粒一样大的四瓣小
花。

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之间，这
样的小草如同沧海一粟。

然而，这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
草，却是植物学家珍爱的“小白鼠”：
拟南芥。谁一旦在青藏高原找到了这
种植物，就掌握了逆境生物学研究的
新材料，就能再现高原植物的起源进
化过程。

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生刘天猛，
至今无法忘记钟老师带着他们寻找野
生拟南芥的身影：“他大口喘着气带着
我们往山上爬，不放过一个岩石间的
裂缝，不放过一颗峭壁旁的小草。”要
知道，很多种子并非挂在树上、长在
路边等着人采，而是隐没在茫茫荒原
之中。
“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往前走，一直

往前走。”
在钟扬指导下，许敏和赵宁两位

学生利用每个周末到海拔 4000 多米的
雅鲁藏布江流域探寻，终于在 2013 年
找到分布在西藏的一种全新的拟南芥
生态型。

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拟南
芥”，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
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这是西
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

在钟扬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小
目标”：每一份种子样本，要收集 5000
颗种子。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算了一
笔账：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 5000 颗种
子至少要跑 500－1000 公里。一天 800
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钟扬不是不知道高原反应的厉害。
西藏种质资源库主任扎西次仁

说：“钟老师血压高，刚到西藏时高原
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
腹泻，但他从不抱怨。每天清晨出
门，为了把包里的空间尽量省下来装
采样，他只带最简单的东西。”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
水，就是这简陋的“老三样”伴随钟
扬走过了16个年头的跋涉——

钟扬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从
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
会认证；

钟扬团队率先寻获的青藏高原拟
南芥已无偿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为
全球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钟扬带着学生扎西次仁花了整整
三年时间，将位于青藏高原的全世界
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

钟扬曾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
千万不要忘了脚踏实地，因为世界上
的很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在艰苦环境下生长

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

长得慢，却刚直遒劲。”

——他是西藏学科

“神话”推动者，但无限拉

伸的皮筋竟也有它的极限

“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
鲜血……”

2015 年 5 月 2 日晚，51 岁生日这
天，一向精神抖擞的钟扬倒下了。

时钟回拨到 2001 年，雪域高原上
的西藏大学。

彼时，钟扬自主来到西藏做植物
学科研，却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
业的“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
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西藏大学的老师们也并不看好钟
扬：他一个从上海来的“养尊处优”
的教授，就能让西藏大学的科研改头
换面？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钟扬跟他们
想的“不一样”，他坚守下来，扎根高
原，这一坚守就是整整16年。

他多少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工作 20
个小时，“压榨”着自己的生命，用
“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个“第一”：

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
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
生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
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将西藏大学的生
态学科带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
科行列……

拉琼知道这些成绩背后的艰辛：
“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
们来说就是‘神话’，但是钟老师这些
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还把
‘神话’变成了现实。”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
青松翠柏，因为他知道，在艰苦环境
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
慢，却刚直遒劲。

钟扬的身体开始发出一次又一次
预警。

2015年 5月 2日夜，上海长海医院
诊断结果出来：脑溢血。

抢救后的第三天，钟扬还没有度
过危险期，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可他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

正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赵 佳 媛 来 看 他 ， 他 就 让 她 打 开 电
脑，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
党组织：“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
要……”

赵佳媛一边记录，眼泪一边止不
住地往下流。在学生们心目中，钟老
师就像是一条可以无限拉伸的皮筋，
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条皮筋竟然
也有它的极限！

2015 年 5 月 15 日下午，术后不到
半个月，钟扬奇迹般地重新投入工作。

医生对他下了三个禁令：不再喝
酒、不坐飞机、缓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他不顾医生
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我把酒戒
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2016年 6月，拉琼在西藏大学又见
到了钟扬。

眼前这个人在烈日暴晒下，眉头
紧锁、吃力喘息、走路缓慢，身上穿
的还是29块钱买的那条牛仔裤。

这一次来，还是为了西藏大学生
态学学科建设的事情。“西藏的事情总
要有人去做。”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
病，钟扬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此
时此刻人们发现，他不仅没有放慢，
反而还“变本加厉”！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南
蓬懂他：“他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
他把西藏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

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

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

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化作千万藏波罗

花，人们读懂“钟扬精

神”的永恒追求

2017 年 9 月 29 日，最后送别的日
子到了。

银川的遗体告别会会场内外摆满
700多个花圈，变成了花的海洋。

生前同事和合作伙伴赶来了，数
十所高校的老师赶来了，还有很多中
小学生和家长也赶来了，其中很多人
只是听过他的一场报告。

钟扬的老母亲默默饮泣：“他是为国
家做事的人，让他去，就让他去……”

老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
一的“要求”：“希望在悼词里写上：
钟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

最让妻子张晓艳遗憾的，是家里
最新的一张“全家福”，已被 12年的岁
月磨出泛黄的滤镜。
“钟扬追求的始终是人类、是国

家、是科学、是教育。他的追求里有
无数的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中
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
说。

人们在追问：为什么他已是 863
生物和医药技术主题专家组的大专
家，他 18年前编写的教材至今仍被奉
为经典，他的众多科研成果蜚声国
际，而他却 16年如一日投身雪域高原
的苍茫天地、投身基础学科的教学与
科普？

钟扬说，这是高山雪莲带给他的
启示：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
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
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
整个群体新的生存和发展！
“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为先锋

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
钟扬很喜欢藏波罗花，它越是在

环境恶劣的地方，生命力越强。在他
培养的首位藏族植物学博士生扎西次
仁完成论文时，钟扬唱了一首西藏民
歌：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钟扬走了，留给妻子张晓艳的，

是 4位八旬老人和一对正上中学的双胞
胎儿子。

张晓艳和老人商量后，做了一个
出乎人们意料的决定：把 138万元车祸
赔偿金全部捐出，发起成立“复旦大
学钟扬教授基金”，用于奖励沪藏两地
优秀师生。

在张晓艳眼中，设立这个基金，
“也是为钟扬完成他最大的心愿……”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记者陈
芳、陈聪、吴振东)

一 颗 种 子 的 答 案
—雪域高原播种者钟扬的“精神珠峰”

“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唯独

没有他自己。”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

教授钟扬去世数月来，人们对他的思念

未曾消减，他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激

励着无数人。回顾钟扬53岁的生命历

程，他以对党的无比忠诚、对国家的深

沉挚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把论文写

在了祖国山川大地上，把心血和汗水倾

注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留下了

弥足珍贵的“种子精神”。

毕生以种子为业的钟扬，自己就是

一颗“种子”。几十年来，钟扬用脚丈量

巍巍雪原，用心攀登学术高峰，用爱培

育科研人才，忘我耕耘、播种未来，像藏

波罗花一般深深扎根大地，绽放出荡气

回肠、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这是牢记使命、报效祖国的爱国

精神。钟扬认准“只要国家需要，再艰

苦的科研也要去做”，在青藏高原奔走

50万公里，采集上千种植物的 4000万

颗种子，为国家和人类储存下丰富的

“基因”宝藏。一切从国家需求出发，

一切为了国家的科研事业，正是怀着

国家至上的使命担当，钟扬做了许多

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使自己的人生

得到升华，创造了无愧于祖国、无愧于

时代的业绩。

这是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境

界。16年艰苦援藏，钟扬将西藏大学生

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探索出高

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从东海之

滨到“世界屋脊”，钟扬在巨大的“海拔

差”面前奋不顾身，全身心投入科研和

教育事业之中。“共产党员就要敢于成

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宁做

教师不做官的钟扬，眼里没有个人名

利，却把事业看得很重。襟怀坦荡、心

底无私，让他摆脱了名缰利锁，自由驰

骋在科研创新的广阔天地。

这是甘当人梯、造福人民的赤子

之心。钟扬相信“每个学生都是一颗

宝贵种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

花”。无论是在课堂、实验室，还是在

雪山脚下、荆棘丛中，都是钟扬教书育

人的岗位。他立志“要为祖国每一个

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每个学

生都被他视为宝贵的种子，悉心培育

播撒在祖国各个角落。他坚信“一粒

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积极投身科

普事业，在无数青少年心中埋下了科

学的火种。

精神薪火相传，事业接力前行。从

“两弹元勋”，到以黄大年、钟扬为代表

的当代科研工作者，一代代中国知识分

子在各自领域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拼

搏奉献，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正因

为有众多埋头苦干的“种子”，中国脊梁

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

国创新精彩纷呈、充满活力的生动局面

才得以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起来要靠创

新，创新要靠人才。新时代的伟大事

业，呼唤千千万万钟扬这样的栋梁之

材。让我们向钟扬同志学习，发扬“种

子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

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

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共同书写新

时代的精彩篇章。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让“种子精神”深植广袤大地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