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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下品“忧乐”
□ 陆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北
宋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
的名句。

走进岳阳楼，迎面檐柱上，一副对联赫然入
目：“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联句
是清代巴陵知县陈大纲所撰。只见楼阁里，雕
屏、书画、联句诗作，处处浸染着“忧乐”之情。

《岳阳楼记》全文368字，字字珠玑，文情并
茂，语气铿锵，内容博大，哲理精深，气势磅礴，文
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流传至今。从此楼以文
名、文以楼传，文楼并重于天下。

《岳阳楼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道德、政治
财富，乃经典名篇。今天，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
的新长征途中，我们华夏儿女应重读《岳阳楼

记》，温故“古仁人之心”，增强干事创业的必胜之
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

荣辱偕忘，坚定干事创业的必胜之心。虽然
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范
仲淹认为即便“处江湖之远”，也应上忧庙堂、下
忧百姓，所以当他贬官在外时也强调立身而行，
将个人荣辱升迁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坚定心中志向不为外界所动摇。“悲喜”是
《岳阳楼记》的最高领悟，也是我们应当反思观照
的视点。时常保持“荣辱偕忘”的旷达胸襟，看淡
一己之名利、得失，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
国家事业之中，远离外界干扰，抵制内心诱惑，才
能心无旁骛干事业，一往无前地朝着既定目标坚
定前行，汇聚起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进退皆忧，坚持实干精进的责任之心。范仲
淹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的信条表达了为国为民的不辍情怀，并做了
重修捍海堰、戍边西北、实施庆历新政等实事。
同时，邀请范仲淹作记的滕子京在谪守巴陵郡时
也干了迁建岳阳学宫、修建堤头渡桥、偃虹堤等
许多实事，才有记中所述的“政通人和，百废俱
兴”治理成效。无论是范仲淹的为国为民，还是
滕子京的勤政实干，都彰显了为官应有的责任
心。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程需要新步伐。我
们应以“进亦忧，退亦忧”的精神，对工作怀有高
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守土负责”。“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务实
作风，真抓实干、精进有为。

乐民所乐，坚守一心为民的仁爱之心。欧阳
修撰写的《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范仲淹
少时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记中自述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
为的准则。“忧乐”是《岳阳楼记》的最高境界，也
是我们应当践之以行的准则。有“仁心”方能得

“人心”，我们应对人民群众永怀仁爱之心，不断
充盈自己的济世情怀，“先群众之忧而忧”，多倾
听一些弱势者的呻吟和痛苦，真正把人民群众的
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坚持以人民幸福安康为乐，
以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乐，真正做
到急民所急、解民所忧、乐民所乐。

先忧后乐，兼具好谋而成的谨慎之心。《岳阳

楼记》中出现了“忧谗畏讥、忧其民、忧其君、进亦
忧、退亦忧、忧而忧”7个“忧”字句。在“先忧后乐”
的文章主旨中，“忧”起着主导和引领作用，并体现
在范公一生经历中，如他在朝主政，能从国家和百
姓利益出发，建言献策，推行新政；出征戍边，能因
地制宜改善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使西线边境局
势大为改观。所谓“忧”而“惧”，“惧”而“谋”。

正是我们认真体察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坚
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谨慎原则，立足大局，
积极思考，主动谋划，勇于担当，努力办实事、办成
事、办好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

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一
口古老的洪钟，长鸣在人们的心间！

稻花香飘
□ 李思辉

在鄂中西南有一个始终传承着红色
基因的小镇，它就是被誉为红色之乡的洪
湖市戴家场镇。

洪湖是革命老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之一，是当时
湘鄂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
会、湘鄂西苏维埃省政府、湘鄂西革命军
事委员会的所在地。戴家场是根据地建
立前举行洪湖秋收暴动的发源地。

该镇座落着一个大约两万平方米的
陵园。陵园四周绿树环绕，园内花台中盛
开着红色的花朵，十分鲜艳。一座巍然屹
立的纪念碑高大庄严，徐向前元帅 1985
年题的“洪湖戴家场秋收暴动纪念碑”十
二个字清晰可见。下方雕刻着碑文，即戴
家场秋收暴动的简介《永远的丰碑》：“八
七会议”以后，刘绍南当选为中共沔阳临
时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西党委书记兼武装
总指挥。1927年中秋节，率众击毙大土豪
涂老五，焚烧其宅院，打响了湖北地区反
抗封建主义的第一枪，推动滨湖各县的武
装暴动和许多小块根据地的建立。随后，
刘绍南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十六师政治
部主任，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洪
湖赤卫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进戴家场镇，发现正逢节假日，戴
家场镇新时代文明实践队在这里为前来
参观、瞻仰的游人演出现代歌剧《歌颂烈
士刘绍南》等节目。一系列歌剧的作者是
本地的一个农民艺术家，剧本的创作水平
非常专业，剧情感人，配乐、表演堪称民间
剧目一流。戴家场镇历来十分重视文艺
工作，镇中心文化站坚持引导全镇文艺传
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开劈新征程，民间
文艺非常活跃，其特色之一就是唱红歌、
创作演出红色文艺节目。

主持人在介绍刘绍南烈士时，首先引
用其孙刘胜的话说：“我爷爷发动戴家场
秋收暴动的时候，他不仅是为了报效国
家，还希望振兴乡里，让家乡的老百姓生
活好起来。我从小就受到爷爷红色故事
的熏陶，希望力所能及地为村民做些实
事。”主持人继续讲解：“如今的戴家场人民，正以满腔的热情
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中，一个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环境优
美、人民幸福的戴家场革命老区正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
接着演出的歌曲《洪湖是个好地方》正是这种红色基因传承
的写照。

在烈士的故里，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戴家场镇绍南
村，能感受到村庄的整洁、优美，其道路硬化，村民的房子整齐
划一，全村配置了文化体育设施。刘绍南烈士存列室就设在
村支部、村委会一旁，现任村支部第一书记的刘胜时常接待来
访人员，向他们讲解刘绍南烈士的英雄事迹及有关轶事，让人
深深感动。

存列室虽然面积不大，但板块有条不紊，做工精细，内容
比较全面、详实。主要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为背景，
记载了刘绍南等烈士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那段斗争历程和一些
具体情景，突出反映了他们的崇高的理想和高贵品质及誓死
不屈的革命精神。

刘绍南1920年就读于武汉共进中学，1924年考入武昌中
华大学。求学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各种革命活
动。1925 年夏，经湖北省总工会负责人李良贵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6 年春，党组织派刘绍南回洪湖领导农民运
动。大革命失败后，刘绍南率领同志们隐蔽荒湖地带，坚持地
下斗争。1928 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团防武装，向沔阳
等红色根据地发动反革命“清乡”。7月 10日，刘绍南在陈家
垸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次日凌晨被“清乡团”包围逮
捕。7月 23日，惨遭杀害，时年25岁。

在绍南村，还有一座专门纪念刘绍南烈士的纪念碑，碑上
刻有“刘绍南烈士纪念碑”几个金色的大字，下方是红色的碑
文。许多游人们在纪念碑前伫立良久，无不被烈士的信仰、心
胸、精神所感动。

戴家场镇是湘鄂西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地方，是一个
红色小镇。它始终传承着红色基因，让人民怀着坚定的信仰，
给这块沃土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他们没有辜负革命先
烈和前辈们的期望，正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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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接过儿子的录取通知书，老周愣住了

——“农学？那不还是种田吗？”
这大半辈子，种田的苦，老周算是吃够

了、吃伤了。
老周，名叫周永祥，湖北洪湖市戴家场

镇罗滩村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过高中，
做过民办教师，在这十里八乡算是个文化
人。后来兜兜转转还是做了农民，侍弄庄
稼几十年，还搞起了养殖。

作为一个“资深农民”，种田的苦，老周
再清楚不过了。头顶烈日，膀子被晒得脱
皮；抢收抢种，累得直不起腰……这些且不
说，单说老天爷忽冷忽热，一夜之间就可能
让你颗粒无收，那真是怨天怨地都没用。

于是，老周把毕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两
个儿子身上。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他
多么希望儿子们能够跳出农门，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

农家的娃娃早当家，两个儿子也很懂
事。农忙时节，父母忙“双抢”，一时半会儿
回不了家，七八岁的小家伙们就自己生火
煮饭，送饭下田。

大儿子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耽误了
学业，后来外出务工去了。小儿子周雷一
度成了老周的全部希望。周雷成绩不赖，
是老师眼中的好苗子，也是家里的希望。
现在倒好，寒窗十年，大学是考上了，学的
却还是种地。

对儿子“居然去学农”的不甘，老周从来
没有当面说出来过，但儿子周雷分明能感受
到。他考上了重点大学，父亲却并没有在村
里村外“广而告之”。其实，周雷也心有不甘
——高考他的第一志愿是数学，农学是第二
志愿，谁知道被录取了第二志愿。

不过，有件事，周雷却在心里打定了主
意：既然读了农学，那就好好地读下去。

上学后，周雷认真地学习专业知识，还
四处查阅资料、搜集纪录片，他逐渐发现：
原来，有的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不多，粮食产
量却很高。而拥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中
国，在这方面一度远远落后于人。差距到
底在哪儿？周雷认为：差在农业技术上，差
在良种选育上。

“一定坚持学农学，即便以后不能干成
什么大事，至少可以回家应用现代农业技
术种田，让父母的日子过好点。”揣着这个
朴素的理想，周雷一路坚持，不仅大学学
农，硕士、博士阶段也学农。

2010年，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后，
周雷进入湖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工
作，专门研究水稻遗传育种。

父亲知道后，只是“哦”了一声。他知
道儿子不是传统的种田人，而是搞农业研
究的，但他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一年到
头，儿子下田的次数比农民都多，晒得比农
民还要黑，吃的不还是农民的苦？

二
凭借湖多、水多、鱼虾多等优势，湖北

潜江大规模发展小龙虾养殖。在水面养殖
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很多农户自发开
展稻田养虾。稻田养虾已成为促进当地群
众增收的富民产业。

湖北省农科院水稻创新团队负责人游
艾青带领周雷等团队成员来到潜江。踏访
多个乡镇后，大家驻足在运粮湖一处虾田
边，眉头紧蹙，若有所思。

面对当地干部的询问，游艾青直言：

“这么多上好的农田，重虾轻稻。往大了
说，非粮化不利于粮食安全，往小了说，也
给农民带来很大风险，一旦小龙虾行情不
好，口粮又没保障，老百姓咋办？”

作为团队骨干的周雷进一步提出自己
的思考：“能不能既重视养虾，又重视种稻，
两者兼顾，安全又增收？”

当地干部道出了实情：养殖小龙虾的
稻田不能使用农药，否则虾子会死亡；但不
用农药，水稻也抗不了病虫害，产量会很
低，同时虾稻田稻秆也容易倒伏。

“如果我们培育出一种能够抗病虫又
抗倒伏的稻种呢，老百姓愿意种吗？”

“什么稻种能让老百姓增收，老百姓就喜
欢种什么。只是，这想法能不能变成现实？”

“简直是异想天开！”得知儿子的想法，老
周气不打一处来，“你种地才几天？你一句
话，就想让成千上万的‘老把式’听你的，改变
种植模式？你本本分分的，不要瞎指挥。”

在父亲那里被教训，却在领导那里得
到肯定。湖北省农科院领导觉得这个想法
很好，对周雷等年轻人说：“你们大胆去干，
院里全力支持！”

炎热夏季，田里，头顶上阳光炽烈，脚底
下水汽蒸腾，周围蚊蝇飞旋，周雷经常得蹲
下去集中注意力整穗、去雄、装袋、授粉……
一蹲几个小时，一点儿风都没有，有时全身
汗透，就像从水里出来。

为了避免中暑，他和团队成员开始向
当地农民学习，避开太阳的锋芒，天没亮就
下田，中午最热的时候收工，下午三四点钟
再去田里。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稻田吗？团队里年
轻的博士吴边难忘这样一幅画面：他跟着
周雷一起凌晨四点多下田，那时天还没有
亮，田野里格外静谧，月光穿透稻秆、稻叶
的间隙，铺洒到稻田里，稻子上还有露水。
蹲下去采集样本，能感受到稻田里一阵阵
温热的气息，每一株稻子好像都会呼吸。
继续寻找、采集……冷不丁一抬头，突然间
会觉得很刺眼——哦，太阳出来了。

截至目前，该团队已经培育出“E两优
263”“亚两优美香新占”等多个抗倒伏、抗
病、适合“虾稻共作”的优质高产水稻新品
种。在周雷等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
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潜江近十万农户
在养虾收入之外，又有了虾稻的收入——
因为绿色有机且口感好，“潜江虾稻”一度
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目前，潜江全市虾
稻综合产值超过 60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
20万人。更可喜的是，如今，“虾稻共作”模
式已在湖北全省推广，并辐射至江西、湖南
等地。

现在，在一些虾稻共作主产区，不论是
当地干部还是种粮群众，一听说周雷他们
来了，都热情得很。

三
“香稻？”
“对，香稻，浑身自带香味的水稻，就像

花开一样香。”
“胡搞！稻花香里说丰年，‘稻花香’

就是米的自然香味，你偏要整个花香味
的，谁吃？”

作为一个颇有经验的农民，老周始终
认为种粮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用，他
不希望儿子“华而不实”。但是他有所不知
的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同人群
的消费需求会有不同。市场有需求，研究
就有意义。

又是一次次深一脚、浅一脚的“田间寻
宝”，又是一个个枯燥的试验研究。周雷和
他的团队终于成功培育出一种既可以少施
肥，又口感丝滑、自带香味的水稻。大家给
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华夏香丝”。

“华夏香丝”的特性是要求少施肥。然
而在传统认识里，少施肥意味着可能减产
减收，因此农户们有顾虑，不敢轻易试种。

“一亩田需要 14公斤氮肥，至少 12公
斤，不能再少了。”湖北天门市渔薪镇种植
大户老吴种了半辈子田，是本乡知名的“土
专家”。对眼前这个“自以为是”的“做种子
的”，他毫不客气：“如果按照你的方法，才
施那么点肥，不减产才怪！一茬稻子一年
收成，可不敢开玩笑！”

周雷拍着胸脯表态：“参照去年的产
量，如果示范田里稻谷减产了，损失的部分
我们农科院负责补齐，行不？”见对方不接
话，他又补充道：“不管农科院解不解决，如
果减产了，你找我周雷，我对你负责。你同
意，我们就签合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就试种上吧。

2020年秋天，经历了催芽、播种、育苗、
返青、分蘖、抽穗扬花、灌浆等漫长周期后，
渔薪镇示范田里的香稻终于进入成熟期。

“怎么样？产量、香味都理想吗？”大家
边走边问。

“到了就知道了。”这个老吴，还卖
个关子。

在离示范田近百米的地方，一阵清香
就悠悠飘来，十分好闻。大家迫不及待地
下田，只见稻穗上，一颗颗饱满的稻谷密密
麻麻地挤在一起，一串串、一片片，直把稻
秆压弯。好一个大丰收！大家兴奋极了！

2022年夏，武汉一度出现极端高温天
气。这一年 9月 16日，在武汉市黄陂区孟
巷村“湖北农业科技‘五五’工程示范基
地”，放眼望去，200 多亩连片的“华夏香
丝”，沉甸甸的稻穗低着头，已然成熟。

经专家和种粮大户现场取样测产，“华
夏香丝”实测亩产湿谷 1404斤，平均亩产
干谷1235斤。这意味着，在长时间极端高
温的天气下，周雷团队研制的香稻新种具
有高产、多抗性。

武汉某种业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表
示：经过3年努力，力争“华夏香丝”种植面
积超100万亩，农民年增收3亿元，米企盈
利超15亿元。

“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是我国水
稻育种领域的一大难题。周雷始终认为，
二者一定可以实现平衡和统一，通过培育
和改进一个个良种，有望突破这个难题。

四
为了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端稳

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农业专家们奔向
了同一个方向——海南南繁基地。

南繁基地也是周雷和团队成员的第二
办公区。每年冬天和次年春天，他们会集
中来到这里开展研究，时间长达数月之
久。沉浸在南繁基地的试验田里，成了周
雷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南繁基地，苦和累自不用说，更难的
是要承担较大的科研压力。“有时候是自我
加压——组织上把科研任务交给自己，怎
么能辜负了这份信任呢？”

周雷的儿子生日在 4月 11日，刚好是
他在南繁基地科研最忙的时候。从出生到
现在，周雷还没陪孩子过过生日。

大概是前年某一天，也是在南繁基

地。正是科研的关键当口，周雷一整天都
泡在试验田里。稻田周围，鸣虫叫个不
停。这个时候，手机铃声响起。那边传来
儿子的声音：“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还
没定，正在忙着，先这样哈！”刚挂了，铃声
又响起，还是儿子：“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回家？”周雷有点急了：“太忙，最近回
不去。挂了哈！”

忙完一天，累极的周雷回到宿舍倒头
就睡。第二天看到妻子发来的信息：“今天
是儿子生日！他很想爸爸！”

一股愧意涌上周雷心头。
但他很快又被自己说服了——就分开

几个月，何况还有妈妈陪着他不是？
“到南繁，如闭关。工作上、生活上的

很多杂事找不到你了。”在南繁基地，周雷
全身心扑到研究上，有更多时间更深入地
思考科研问题。比如有关“水稻耐冷基因”
的研究思路就是在这里愈发清晰起来。

“低温冷害造成粮食减产”是困扰我国
农业科研人员的一大难题。从研究生阶段
开始，周雷就跟随导师李自超教授攻关，终
于在2017年首次成功克隆并解析了水稻生
殖生长期耐冷基因CTB4a的分子机制，这
一成果宣告了中国在水稻耐冷基因克隆领
域的领先地位。

“通俗点说，我们将北方粳稻的耐冷基
因，克隆到南方籼稻种子的基因中。再用
五年左右时间，水稻就有望从品种上解决
低温减产的问题了。这样我们国家就不用
再担心低温带来的粮食风险，老百姓也不
会遇到低温年景就减产乃至绝收了。”周雷
的讲解让人振奋。

经过10多年艰苦努力，如今，周雷和团
队育成的“鄂中5号”“广两优272”“巨2优
60”等优质水稻新品种，已累计推广 5000
多万亩，累计增产粮食超过30亿斤。

2022年 5月初，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
水稻党支部书记、水稻杂优研究室主任周
雷被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面对荣誉，周雷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
做的不再“只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国家
粮食安全的大事。为“中国碗”装满“中国
稻”增添底气，为“中国稻”装上“中国芯”不
遗余力，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应该坚
定这样一种信念！

为彰显对青年科学家的器重，湖北省
农科院粮作所相关负责人致电周雷父亲，
专门道贺。

“他做了什么成绩，得到这么高的
荣誉？”

“他和团队培育良种，为国家粮食增产
30亿斤。”

“30亿斤？”
“对，相当于你们洪湖全市70万人口大

约10年的大米口粮。”
“好小子！没想到种田还真种出了点

名堂！当然，主要是你们领导得好！”
“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您为国家培

养了一个农业科学家！”
载誉归来，周雷把荣誉奖章拍照发给

父亲。很快，那头发来一行字——准确地
说，是“知道了”三个字，加上一个“大拇指”
表情。

看到这个“大拇指”，周雷心头一热，百
感交集。他不禁顺手抱起儿子，还要带儿
子下馆子。

“爸爸、爸爸，你怎么这么高兴？”
“嘿嘿！我的爸爸表扬了你的爸爸，咱

爷俩一起高兴高兴，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