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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永根：初心永恒 大地为根 湖北崇阳

农民可凭信用贷款

精神文明新实践

致意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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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永根是水稻遗传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
校长。这位把一辈子贡献给作
物遗传育种学的老科学家，今年
8月12日逝世。

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卢永根祖籍广州花都，1930
年 12月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
级家庭，从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
中西方综合教育。1941年，在卢
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
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
其父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广州
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
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
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
行。

从小经历离乱苦难，激发了
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高中时，卢永根不顾家人反
对，放弃了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
学校而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
1949年 8月 9日，卢永根在香港
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
祖国。”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
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改革
开放后，卢永根曾以公派访问学
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戴维斯分校留学，在美期间，美
国的亲人竭力说服他留下来。

“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需
要我！”卢永根坚定地说。

最初的使命，深深地融入卢
永根的血液之中，成为他一生中
不曾动摇的信念。

近年来，因身患重病长期住
院，无法正常参加支部活动，他
便主动向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党委提出，希望学院考虑成立临
时党支部，并获得了批准。临时

支部每月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交
纳党费，支部成员一起学习相关
文件材料。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卢永根依然不忘党员身份。卢
永根去世后，他的遗孀徐雪宾女
士，将用信封装好的一万元钱交
给学校党委。这是卢永根生前
嘱托转交的特殊党费。

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

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看天
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
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科研的命
题。

他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挽起
裤腿，赤脚走在农田里，一步一
个脚印地去寻找水稻的祖先“野
生水稻”，跑遍了广东、海南和江
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要
么在山区，要么在荒芜的沼泽
地，但卢永根从不放弃。有一
次，已经 70 多岁高龄的他带队
去清远佛冈一座荒山的山顶采
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
不支，但他仍然坚持要上山。

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大
家都累坏了，学生们也想让他
先 歇 一 歇 ， 他 却 坚 定 地 说 ：

“找！赶紧找！”
幸运的是最终找到了宝贵

的野生稻。他俯下身紧紧地握
着稻穗对学生们说：“作为一名
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
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
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卢永根在水稻遗传资源、

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
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
遗传研究中取得了很大进展，
特别是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
因”的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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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布衣院士”的坦荡人生

浓浓的爱国之情，一直是
卢永根心中的底色。

1984年，他在给全校学生
作的一场题为 《把青春献给社
会主义祖国》 的报告中，曾深
情地说：“我为什么摒弃比较安
逸的生活，放弃个人的名利而
回内地？主要是日本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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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内地 30多年来，有过一
帆风顺的日子，也有过身处逆
境的时刻。但我坚信，是中国
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
路，只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
的地方，我打心底里热爱自己
的祖国。”

浓浓的教书育人情怀，也
一直伴随着他。2015 年 5 月，
他将广州花都祖辈传下来的两
家商铺赠予当地罗洞小学作为
永久校产，商铺租金收入全部
用于学校奖教奖学；2017 年 3
月，他将毕生积蓄 880 多万元
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设
立教育基金。

对于自己的生活，他却非常
淡然。

卢永根始终保持着节俭朴
素的作风，办公室设施简单，满
室皆旧物，家中使用的是 20 世
纪 80年代的旧沙发、旧铁架床、
旧电视。

患病期间，卢永根又亲手签
下了遗体捐赠志愿书。卢永根
逝世后，已经按照他本人生前遗
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
仪式。他的遗体已无偿捐献给
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

据新华社、《科技日报》
致 意 是 一 种 常 用 的 礼

节，它表示问候之意，通常
用于相识的人之间在各种场
合打招呼。向对方致意问候
时，应该诚心诚意，表情和
蔼可亲。若毫无表情或精神
萎靡不振，会给人以敷衍了
事的感觉。具体的致意方法
有以下几种：

一、举手致意。
举手致意，一般不必出

声，只将右臂伸直，掌心朝
向对方，轻轻摆一下手即
可，不要反复摇动。举手致
意，适于向较远距离的熟人
打招呼。

二、点头致意。
点头致意，适于不宜交

谈的场所，如在会议、会谈
进行中，与相识者在同一场
合见面或与仅有一面之交者
在社交场合重逢，都可以点
头为礼。点头致意的方法是
头微微向下一动，幅度不大。

三、欠身致意。

欠身致意，即全身或身
体的上部微微向前一躬，这
种致意方式表示对他人的恭
敬，其适用的范围较广。

四、脱帽致意。
与朋友、熟人见面时，

若戴着有檐的帽子，则以脱
帽致意最为适宜。即微微欠
身，用距对方稍远的一只手
脱帽子，将其置于大约与肩
平行的位置，同时与对方交
换目光。

致意时要注意文雅，一
般不要在致意的同时向对方
高声叫喊，以免妨碍他人。
致意的动作也不可以马虎，
或满不在乎。而必须是认认
真真的，以充分显示对对方
的尊重。 晚综

“真没想到，银行主动找
上门来贷款，一下解了燃眉
之急。”湖北省崇阳县兴意特
种珍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黄得新正为没钱扩大生产
发愁，崇阳农商行的信贷员
通过信用信息平台找到了
他，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派
专人上门放贷。

黄得新的意外之喜，缘
于他曾有过贷款，个人的信
用档案已经录到了“崇阳金
融服务网”。这是 2014 年开
发的湖北省首个农村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在当地人民银
行推动下，全县涉农金融机
构分片包干，上门采集农村
信用信息数据。

在广大农村，农民和农
村创业者大多没有贷款记
录，也没有征信数据。信用
信息一片空白，使得农民贷
款难、银行放贷难。农村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就是要填补
这个空白，农民通过信用档
案积累、增加信用，获得无
抵押信用贷款，为乡村振兴
注入金融活水。

崇阳县青山镇南林村村
委会里，一块“惠农金融服
务站”的牌子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崇阳县农商行青山支
行行长王幸说，这就是农村
信用信息平台在农村的延
伸，“我们根据信息平台的结
论，给农户或合作社一个具
体的授信金额，近年已给南
山村民贷款近400万元。”

在人行崇阳县支行，记
者看到，信息平台里，农
户、合作社的种植养殖、经

营情况都有记录；还推送各
家金融机构的产品，显示当
天有多少农户和专业合作社
获得了哪个银行的贷款。

崇阳县农商行副行长甘
景球称，在办理涉农贷款业
务过程中，平台发挥了破解
信息壁垒、防范信贷风险的
作用；银行经授权，查询农
村经济主体的信用档案，将
平台的农户信息采集表作为
贷款申报材料之一，作为审
核贷款的重要参考。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让农
民尝到了甜头，也帮助银行
找到了合适的客户，扩展了
的业务规模。截至 7月，崇
阳县农户信用信息档案达8.8
万户，通过平台发放小额贷
款2.1亿元。

类似的农村信用信息平
台，正在湖北各地推广开
来。人行武汉分行相关负责
人称，各地采取不同模式，
建设低成本、可持续、能实
用的农村信用体系。截至上
半年，湖北已有69个县市区
启动了平台建设，其中19个
县市区已搭建完成。

“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
培育了农村信用细胞，有助
于推动金融机构围绕特色产
业和现代农业加大投入，让
农户和合作社拿到银行更多
的信用类贷款。”人行咸宁中
心支行副行长张晓峰说，下
一步要积极探索，充分发挥
平台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据新华社

□李红军

“双11”一过，快递近日
陆续发货，消费者满心欢喜拆
开层层包裹时，很多人也忧心
这些快递包裹垃圾最后都去了
哪里。日前，菜鸟驿站在上海
交通大学校园里推行“回箱计
划”，回收快递纸箱并进行再次
循环使用，受到师生欢迎。（据
新华网）

网购时代，消费者购物总
离不开包装，纸箱的包装用量
很大。通常情况下，快递纸箱
送达用户后常常会被用户作为
垃圾处理掉，不利于节约资

源。推行快递纸箱循环使用，
其好处在于一来减少了垃圾存
量，符合垃圾分类的环保要
求。快递纸箱被用户拆封后往
往并没有大的破损，回收后经
过简单处理就可被快递公司投
放到巡回使用环节。二来节约
了物流成本。快递纸箱被快递
公司共享使用后可以节约一笔
不菲的开支。

眼下，共享理念日渐深入
人心，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
相继出现，快递纸箱的循环使
用值得提倡。快递纸箱的循环
使用不仅限于“双11”，在日常
的快递投送中也完全可以借鉴
这种共享机制。用户取出送达

商品后，让快递小哥顺手将快
递纸箱拿走。被拆封的快递纸
箱在用户手里可能会成为一种
负担，而在快递公司那里却作
用很大。

共享不仅是一种理念，更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建立
快递纸箱回收机制，让更多的
快递纸箱造福于他人，这样的
回收机制可以有。

为快递纸箱循环使用点赞

卢永根卢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