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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个人简介 

男，汉族，2019年 1月去世。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 

他是我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

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研究成果，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我国大国地位作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获荣誉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5年、1987年和 1989年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5年获“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94年获中国杰出科学家奖。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5年获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2015年获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15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5年获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8年入选 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事迹概述 

一、北大学习 

1944 年考上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 年转入了理学院学习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风采录 

2 
 

为理论物理。1949年考取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被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

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二、核武器研究 

1960 年底，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钱三强的组织下，开始了氢弹技术

的理论探索。氢弹的研发计算非常繁复。而当时中国的设备极其落后，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

电子管计算机，且分配给于敏的时间只有 5%。他领导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寝忘食地

计算。四年中，于敏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 69 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

了深刻的认识。 

1986 年，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

核试验的建议。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

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

的阶段。  

三、国产土专家 

于敏是所有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人们称呼他为“国

产专家一号”。 

四、身份保密 

开始氢弹研究后，“于敏”这个名字和他的身份被严格保密。他隐姓埋名 28年，填补了

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品质剖析 

一、赤子丹心，甘为国家鞠躬尽瘁。 

二、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热爱科学、勇于创新。 

三、淡然又超然，他的低调正是其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折射。 

人物言论 

一、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

家能做出来的，我们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二、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三、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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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 

社会评论 

于敏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钱三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原子核理论是于敏自己在国内搞的，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

学家。 

——彭桓武（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于敏在氢弹研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奥格·玻尔（诺贝尔奖得主、丹麦核物理专家） 

 

足球场上总能临门一脚、应声入网、起关键作用的人。 

——何祚庥（中科院院士）谈到他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时所作的比喻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

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

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物”颁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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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丰碑——申纪兰 

个人简介 

女，汉族，现任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所获荣誉 

1952年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79年、1989年两次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001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7年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2016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 

2018年入选 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获评“初心不改的农村的先进模范代表”。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表彰称号。  

事迹概述 

一、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1951 年，申纪兰当选为西沟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她带领社里的妇女，走出

院门和男人一样下田劳动。按照社里的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 10 分工，妇女下田一天记 5

分工，这种差别挫伤了妇女们的劳动积极性。于是，申纪兰带领西沟妇女和男人们展开“劳

动竞赛”，最终争取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记一样的工分。 

1954 年，申纪兰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提出的《男女同工同

酬》倡议，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 

二、完善农村经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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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申纪兰针对西沟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暴露的问题，大胆进行改革，实行三

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根据人口增减进行耕地增补调减，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保土地

不撂荒、不废弃，成林和有林山坡收归集体经营，新建的企业和文化、社会等公益事业设施

由集体管理。最终，申纪兰在西沟村探索出了一条“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集体

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发挥的“双层经营”新路子。 

三、探索山区发展之路 

申纪兰认为“西沟要发展，必须办企业”。她带领西沟人先后建成了西沟铁合金厂、磁

钢厂、石料厂、饮料厂。到 1996年底，西沟村企业成为西沟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申纪兰带领西沟人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探索出了一条“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光互补+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新模式。 

四、竭诚奉献老区人民 

申纪兰所提的建议和议案，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小事，如

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大运高速公路建设、中西部开发、飞机场建设、太焦高铁、山西省引黄

工程等等，这些提议如今都变成了现实。如今，她仍在为老区人民争取国家政策资金、项目

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并先后引进了一批关乎平顺人民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大项目，进

一步夯实了平顺打赢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的基础。  

品质剖析 

一、在申纪兰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

秀品质。 

二、纪兰传统不丢、劳动不辍，带领西沟人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艰苦奋斗，谱写了

一曲太行精神的英雄赞歌。 

三、她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人民群众有深厚的感情，扎根基层，锲

而不舍。 

四、她从不计个人得失，只求为民办事。她敢于同不良风气开展斗争，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她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私奉献。 

人物言论 

一、不劳动，还算甚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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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位共产党员，对基层情况也比较熟悉，跟群众战斗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哪里有困难就应该到哪里去。 

三、活一天，就要为党、为西沟群众干一天；当一天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

民办事。 

四、我就是太行山上的一个普通农民。 

社会评论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沟考察调研时强调的一句话 

 

申纪兰代表是著名劳动模范，又是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表彰的改革先锋，作为“初心

不改的农村的先进模范代表”，始终扎根农村，不脱离群众，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了人民。 

——《人民日报》 

 

为中国妇女拼出“半边天”。 

——《人民日报》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风采录 

7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 

个人简介 

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风云二号卫星工程总

设计师，北斗二号卫星工程和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高级顾问，原航空航天工业

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树立了我国航天史上新的里程碑。 

所获荣誉 

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0年获 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0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年获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18年获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航天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事迹概述 

一、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 

孙家栋为创建和发展中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

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1967 年，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

设计负责人，其后又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总设计师，他还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

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从事航天工作 60年来，主持研制了 45颗卫星，被公认为中国“卫

星之父”。 

二、中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他提出了 2020 年前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月球探测的

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他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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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  

品质剖析 

一、他为人正直，顾全大局，善于综合，敢于决策。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通过航天工

程实践，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航天科技人才。 

二、尽管从事着充满风险的航天事业，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愈挫愈勇。 

三、不仅在工作中踏实勤奋，而且展现出一股勇于担责、敢作敢当的劲头。 

四、深切地热爱着航天事业。 

人物言论 

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二、当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航天技术以后，人类的探索必然要向深空发展，第一步肯定就

是月球。 

三、绕月探测工程是一项自主创新的工程。我们所开展的各方面工作，一定是“中华牌”。 

四、搞航天工程，没有好坏，只有成败。要保成功，就必须发扬严格、谨慎、细致、务

实的作风。 

五、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我们只能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社会评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

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

及工程院院士） 

 

在困难面前，他绝不低头；在责任面前，他又“俯首甘为孺子牛”。 

——叶培建（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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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 

 

少年勤学，青年担纲，你是国家的栋梁。导弹、卫星、嫦娥、北斗，满天星斗璀璨，写

下你的传奇。年过古稀未伏枥，犹向苍穹寄深情。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16年度人物”颁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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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李延年 

个人简介 

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 10月入伍，原 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参加过解放战争、

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边境防卫作战等大小战斗 20多次。 

所获荣誉 

战争年代荣立特等功 1次。 

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 

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 

离休后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

价值观先进个人”。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表彰称号。  

事迹概述 

一、初参军时，不畏猛虎 

1945 年，李延年在东北吉黑纵队参军入伍，12 月同国民党伪保安团作战，作战十分勇

敢，被连队记小功一次。 

二、多次立功，提升迅速 

1946、1947年，李延年参加了解放长春的作战以及 1947年夏季作战，秋季、冬季攻势

作战。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派往东北军政大学第十期军事队进行了半年的学习。学习结束

后不久，被提拔为排长。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队伍负责坚守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辽西走廊之咽喉

——黑山、大虎山，堵住廖耀湘兵团。面对敌人五倍于我的主力部队，他们在阵地坚守三天，

让敌人未获寸进，为友邻实施包围争取了时间。其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宜沙战役等战斗，多

次立功受奖。1950 年 8 月，李延年在湘西剿匪期间被提拔担任连队指导员，并率领连队以

微小代价消灭土匪 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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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勇善战，完成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连队指导员的李延年英勇善战，指挥官兵多次完成艰巨任务。

1951年 10月，上级命令志愿军收复失守的 346.6高地，李延年所在的 7连负责从左翼发起

进攻。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多次打退敌人反扑，歼敌 600多人。  

品质剖析 

一、胸怀爱国心，笃行报国志。一生默默奉献，践行初心和使命。 

二、居功不自傲，谱写英雄赞歌。 

人物言论 

一、我这一辈子就想当一个好兵，能打胜仗的好兵，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 

二、现在你们都不在了，我活下来了，国家给我们这么高荣誉，感到惭愧啊。 

三、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

中国牺牲的英雄们。 

四、青年们要好好学习，继承革命的意志，要把中国这么伟大的事业继承下来。 

社会评论 

志愿军一级英雄，特等功臣，历经战火洗礼，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为建立、保卫新中

国作出巨大贡献。60多年来永葆英雄本色，激励官兵矢志奋斗。 

——《中央广电总台》 

 

李延年始终保持老英雄、老党员、老军人的革命本色，居功不自傲，自身要求严。 

——《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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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功名的“扫地僧”——张富清 

个人简介 

男，汉族，1948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系列战斗中英勇善战、舍

生忘死，多次荣立战功。战争结束后深藏功与名，埋头工作，光辉荣誉不欲人知。 

所获荣誉 

先后两次荣获“战斗英雄”荣誉称号，除特等功，还 3次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 

2019年入选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 

2019年获“时代楷模”称号。   

2019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9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向张富清同志学习的通知》。  

2019年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奖。 

2019年张富清家庭获全国五好家庭荣誉。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表彰称号。 

2019年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事迹概述 

一、英勇炸毁碉堡，甘冒枪林弹雨 

张富清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多次战斗。1948年 11月中

旬，为配合淮海战役，西北野战军发起了冬季攻势，张富清所在的部队在陕西省蒲城县以东

25公里处的永丰镇向胡宗南精锐的 76军发起进攻。他带领两名突击队员通过地道悄悄接近

永丰城城墙。他扒着砖缝爬上城墙，第一个跳进城内，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拼杀。趁敌人不注

意，他爬到碉堡跟前，用刺刀挖出一个土坑，把 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上面。随着一

声巨响，敌人的碉堡被彻底摧毁。张富清用同样的方法将多个碉堡炸毁，为攻城部队扫清了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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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跟随部队从陕西出发一路作战直到新疆喀什。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宣告成立时，他和战友们仍在祖国的大西北紧急行军与作战。1950 年，张富清因功勋

卓著被授予“人民功臣”奖章。 

二、服从组织安排，奉献贫困山区 

1955年，他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也没有选择回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老家，而是“坚决服

从组织安排”，响应国家号召，主动到偏僻的湖北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 

三、封存荣誉奖章，掩埋光荣过去 

转业前，他把包括“人民功臣”奖章在内的 3 枚奖章戴在胸前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此后，所有奖章和证书被封存了起来。64年里，他从未对身边人说起过去的战功，就连自己

的儿女也知之甚少。 

品质剖析 

一、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立起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标杆。人生的价值用奉献

衡量，生命的色彩靠奋斗绘出。 

二、不改初心，像一面镜子，映照平凡中的伟大。 

三、精神富足、生活清淡、追求纯粹——他的名字“富清”，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四、个人干净、勇于担当，坦坦荡荡，踏踏实实。 

 

人物言论 

一、我不能为党再作什么贡献了，我希望下一代能好好工作，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好事。 

二、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党为人民我可以牺牲一切。 

三、有了坚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牺牲，为全国的劳苦人民、为建立新中国牺

牲，光荣，死也值得。 

四、在战场上也好，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好，我就是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这都是我应

该尽的职责，说不着有什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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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 

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

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

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

力量。 

——习近平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的重要指示 

 

舍我其谁的满腔热忱，是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写照。解放战争中，他奋勇杀敌，于

九死一生中立下赫赫战功。勇于担当的英雄气魄，让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写就不平凡的人生。 

——《新华网》 

 

“无私，然后能至公；至公，然后以天下为心矣。”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务，

是张富清始终如一的坚守。英雄无言，他的光辉经历却掷地有声。张富清平凡而伟大、普通

又崇高的人生故事，一辈子初心不改、本色不变的感人事迹，犹如一座朴实巍峨的精神丰碑，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新华网》 

 

革命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他忘我工作。他把自己

用鲜血换来的赫赫功绩深锁箱底 60 余载，却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时时挂在心头。穿过战

火硝烟，历经千辛万苦，他付此一生，无怨无悔。 

——《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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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个人简介 

男，汉族。杂交水稻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带头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

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他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

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被誉为“世界杂

交水稻之父”。 

所获荣誉 

1979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与中国劳动模范的称号。 

1981年获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籼型杂交水稻）。 

1989 年获评为中国先进工作者。 

1997年获国际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 称号。 

2001年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5年获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4年获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 

2010年获法国最高农业成就勋章。 

2014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2015年获第十四届世界杰出华人奖。 

2018年获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表彰称号。  

事迹概述 

一、研究伊始：把自家的饭碗端牢 

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 

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 2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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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研究继续：大米的品质较好 

1987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组成了两系法杂交

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中国性的协作攻关。历经九年的艰苦攻关，1995 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取

得了成功，一般比同熟期的三系杂交稻增产 5%-10%，且米质一般都较好。两系法杂交水稻

为中国独创，继续使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水平保持了世界领先水平。 

2001 年以来，袁隆平团队不断对第二代超级杂交稻进行优化。2013 年由袁隆平科研团

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 两优 900”中稻平均亩产达 988.1公斤，创世界

纪录。 

三、研究深入：盐碱地上稻禾高 

2019年，由袁隆平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海水稻研究团队已在山东、浙江等多个省份建立 9

个区域试验种植基地，覆盖示范种植面积近两万亩，我国耐盐碱海水稻区域试验种植基地平

均亩产突破了 400公斤。 

品质剖析 

一、献身科学、顽强拼搏、勇于创新。 

二、您热爱祖国、一心为民、造福人类的崇高品德，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同德

的思想风范，与时俱进、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不畏艰险、执着追求的坚强意志，严以律己、

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是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更是新世纪呼唤的时代精神。 

人物言论 

一、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

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儿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二、我还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三、通往学问高峰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有潜心学习才能叩响真理的大门。 

四、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解决粮食

安全问题，口粮要绝对地保证的。现在我们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不是吃饱的问题，要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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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 

先生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半个世纪了，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呕心沥血，苦苦追求，

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先生的杰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世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贾庆林给袁隆平的寿辰贺信 

 

您是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是当代神农。50 多年来，您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

辛勤耕耘、不懈探索，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您的卓

越成就，不仅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

进步树立了丰碑。您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给袁隆平的寿辰贺信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

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

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04年度人物”颁奖辞 

 

没有中国的袁隆平，地球的格局早已被战争改变，是他的贡献，让人类避免了至少 20

次以上的大或者特大的局部战争的戮杀。 

——马丁（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干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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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个人简介 

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1994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719 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兼

代理党委书记、以及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 

黄旭华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多次海

上试验任务中，作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副指挥，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

中国核潜艇之父。 

所获荣誉 

1989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4年获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17年获 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2017年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奖。  

2018年获“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最美奋斗者”表彰称号。  

2020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事迹概述 

一、潜艇研发：从无到有 

1958 年，参加过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的黄旭华奉命调往北京，到海军“造船

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至于核潜艇是什么样的，谁都没见过。黄旭

华带领设计人员“无中生有”，攻克难关。在核潜艇工程因国家经济困难被下马期间坚定信

念，继续进行核潜艇关键技术研究和攻关。从 1970年到 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第一艘核潜

艇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成为继美、苏、英、

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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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虽正式起步，但步履维艰：一没有专业技术人才，二缺乏专业技术

知识，三没有技术参考资料。困难没能吓倒黄旭华和同事们，反而激起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

干劲十足的斗志，他们边学习、边研究、边验证，仅用 3个月时间就提出 5个核潜艇总体设

想方案。 

二、深潜实验：舍我其谁 

1988 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水下 300 米，水下

300 米时，核潜艇的艇壳每平方厘米要承受 30 公斤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

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三、隐姓埋名：无怨无悔 

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长期以来，黄旭华不能向亲友透露自己是干什么的。由于研究工

作繁忙，从 1958-1986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探望，其父其母只能通过信箱和他保持联络。

直至 1987年，92岁的老人才知道了儿子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 30年。 

四、人才培养：不遗余力 

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批技术人才。他常用“三面镜子”来

勉励年轻人：一是放大镜——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看清内容和实质性；三是

照妖镜——去伪存真，为我所用。“让年轻人放手去干” ，他认为年轻人需要支持需要鼓励，

所以他将自己定位为“拉拉队”，给年轻人撑腰、给他们敲锣打鼓。 

五、前排就坐：尊贤使能 

2017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的 600多名代表。在准备同代表们合影时，总书记见到两位道德模范代表年事

已高，就拉着他们的手，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来，这个暖心感人的瞬间铭记在了大家的

心里，其中一个老人就是黄旭华。 

品质剖析 

一、功勋赫赫、竭尽忠诚、背井离乡、隐姓埋名。 

二、对祖国母亲怀抱赤诚之心，以共产党员的忠诚信念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 

三、不以个人为念，只放祖国事业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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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言论 

一、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二、党如果要求我把血一次流光，没有意见，党如果要求我的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一直

到流完为止，我黄旭华能够做到，毫无疑问，今天如果组织上没有叫我退休，退下来，那我

一直坚持工作，做到我不能做为止。 

三、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

悔。 

四、这辈子没有虚度，我的一生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 

五、我们的办法叫骑驴找马。如果连驴也没有，那就迈开双腿也得上路，绝不等待。 

六、有人问我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社会评论 

时代到处是惊叹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

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13年度人物”颁奖辞 

 

黄旭华毕生致力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是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之一，先后担任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和总设计师，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核潜

艇，为我国海基核力量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民网》 

 

当年，这个还叫黄绍强的少年，取义“旭日荣华”改名“黄旭华”，在苦难的中华，怀

揣一腔“民族如旭日东升般崛起”的报国梦想，一路走来。今天，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领奖台上，在无数现场后学的眼中，他自己也成为中华民族崛起道路上，旭日东升光耀中

华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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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古老带向世界的“岐黄圣手”——屠呦呦 

个人简介 

女，汉族，中共党员，药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现

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

发中心主任。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的华人科学家。该奖项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

最高奖项。 

所获荣誉 

1995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201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016年获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16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6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年获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8年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中医药科技创新的优秀代表”。  

201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19年获 2019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事迹概述 

一、发现青蒿素：于故纸堆中得现代新药 

1969 年，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的

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在收集 2000余方药基础上，编写了 640种药物为主的《抗

疟单验方集》，在 1971 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1972 年，从该有效部分中分离得到抗疟

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1973年，为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的羰基，合成了双氢青蒿素，并明

确在青蒿素结构中过氧是主要抗疟活性基团，为国内外开展青蒿素衍生物研究打开局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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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数十年，一直进行青蒿素课题的研究。 

二、分离青蒿素：借萃取之力立竹帛之功 

2015 年 12 月 10 日，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

的诺贝尔奖。她推动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青蒿素联合疗法，大幅度降低了全球疟疾病死

率，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品质剖析 

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 

二、锲而不舍，吃苦耐劳、甘于牺牲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执着态度。 

三、埋头苦干、潜心钻研、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工作作风，去掉浮躁、淡泊名利，始

终围绕科学目标脚踏实地勤奋工作。 

人物言论 

一、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可供挖掘的资源还非常多。青蒿素就是中国传统医

药献给世界的一份礼物。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用古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全世界的人

们都能分享到它的好处。 

二、我们是龙的传人，希望年轻一代继承发扬中华民族胸怀祖国、敢于担当、情系苍生、

淡泊名利的龙精神！ 

社会评论 

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辛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展中医药事业、

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以屠呦呦为代表的杰出科研人员不仅是中医药界的骄傲，而且是整个科技界的骄傲。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屠呦呦不论是从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作为获奖人，她的经历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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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二的。 

——沃尔本·林达勒（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秘书长）  

 

屠呦呦的研发成果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贡献突出。她的研究跟所有其他科研成果都不同，

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户。 

——让·安德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 

 

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

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今有

嘉宾，德音孔昭。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15年度人物”颁奖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