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2 本版主编 李洪岩 编辑 颜亦君要 闻2017年5月19日

姓名：袁柏松
性别：男
年龄：6岁
身高：1.10米左右
现寻找母亲裴晓宇。
联系电话：

0436-3310330
白城市救助管理站
2017年5月18日

寻亲启事 继承公告
林淑琴于2008年4月21日因病去世，现房由配偶

穆少仁（身份证号222301194810261813）继承，房屋地
址圆光胡同15号楼 2单元 6层中户，房屋建筑面积
58.56平方米，其女儿穆林表示放弃继承（林淑琴父亲母
亲已先于本人去世）。穆少仁现到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
中心申请转移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公布之
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提出
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依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
中心据相关规定，准予办理。

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5月16日

继承公告
妻子李凤芝于2004年7月3日因病去世，现房

屋产权由丈夫段士恭（222301193605010914）继
承，房屋坐落：无线电厂街8号楼4单元2层中户，建
筑面积为53.02平方米，长子段春林、长女段成红均
表示放弃继承。段士恭现到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发
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规定，准予办理不动产权证。

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5月16日

公 告
丁大力是洮南市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原红光医院）的职工，于1995年前后一直未
上班，单位与丁大力失去联系至今，根据《劳
动法》及相关文件要求，望丁大力看到公告后
3个月内回单位报到上班。遇期不报到者单
位将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视同你自动放弃相关
权利，将自动解除解聘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洮南市兴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7年5月18日

继承公告
赵桂荣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因病去世，现房由配偶郑俊森（身份证号

222301193810120338）继承，房屋地址明仁北街11号楼4单元6层西户，房屋建
筑面积100.47平方米，其长子郑小伟，次子郑学斌，长女郑丽华表示放弃继承（赵
桂荣父亲母亲已先于本人去世）。郑俊森现到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申请转移
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公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房屋产权管
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依据相关规定，准予办理。

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5月18日

公 告
依据《物权法》第14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

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第147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处置”。赵玉杰的房屋坐落于民生东路40号楼1单元3层北

户，房屋所有权已于2008年7月25日发生转让，依据《物权法》第147条规定，该房屋

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

特此公告

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5月17日

更正公告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白城市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5月18日见报的公告“吉林省新华书店集
团白城市有限责任公司在2102年8月29日更换
新法人章，原法人章遗失，法人代表孟祥林，章号
2208000014268，特此公告。”其中2102年8月29
日更换新法人章应为2012年8月29日更换新法
人章。

特此更正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
白城市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5月18日

继承公告
李奎于2009年7月10日死亡，现房屋产权由妻子张玉珍（222301195510170084）

继承，房屋坐落：瑞光北街14-2号楼4单元3层东户。长子李占胜、长女李占华均表示
放弃继承。张玉珍现到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
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申请异议的，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准予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5月18日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对
一名科技工作者而言，投身祖国科技创新的
时代洪流，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是最大的使命担当，也是最高的荣誉褒奖。

被人们称为“拼命黄郎”的海归战略科
学家黄大年曾经说过：“中国要由大国变成
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
有我，余愿足矣！”七年间，他带领400多
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我国

“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不少
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斯人已逝，追思犹存。
黄大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身科研，谱写了
一首矢志创新的奋斗之歌，树起了一座勇攀
高峰的精神丰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支撑。而真正的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
个“弯道超车”的关键，才能大踏步追赶科
技潮流、抢占时代先机。黄大年无时无刻不
想着赶超前沿、不想着超越极限，他带领科
技团队参照国际最高水平、瞄准关键核心技
术，在地球探测科学领域奋起直追，取得了
深部探测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等重要成
果。“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坚定信心、勇
于登攀，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完全有能力作
出更多创新创造，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实现
跨越发展，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大显身
手、赢得主动。

科技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科
技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如果不
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被动，
错失发展机遇。“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
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
就落下了。”黄大年正是怀着这样的忧患意

识和强烈紧迫感，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
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限。“一万年太
久，只争朝夕”，这是他用创新实践同时间
赛跑的真实写照，更是他追逐梦想的强大动
力。有付出才有回报，敢拼搏方能立潮头。
黄大年把对祖国的挚爱、对科研的执着，浓
缩在自己的人生书写之中，激励着人们继续
求索、接力奋斗。

科技竞争比的是速度，拼的是智慧。5
年大于50年，黄大年靠什么让我国深探项
目从远远落后到比肩一流？探求就里，这与
他的求实作风和科学方法密不可分。他运用
系统思维安排科研攻关，既注重激发人才的
主观能动性，又注重考核督察等机制保障，
既突出重点项目攻坚，又兼顾配套技术支
持，形成了系统整合、协同推进的工作方
法；他秉持融合理念布局，以交叉、融合的
思路拓展作业面，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
异中做大增量，取得科研工作的“化学反
应”“裂变反应”；他采取开放态度开展学术
科研，深度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
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黄大年在工作中形成的一整套思路、策略、
手段和方法，为怎么创新、如何突破作出成
功示范，积累了宝贵经验。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
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
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黄
大年志在创新、奋斗不息，实现了自己“加
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的理想抱负。创新永无止境，精神薪火相
传。黄大年的精神力量必将激励广大科技工
作者探索前行，用创新追求书写有价值的人
生、成就有高度的梦想。

2016年11月29日，夜色如墨，天幕尽染。北京到成都的飞
机上，黄大年突然晕倒。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黄大年走到生命
尽头，身体发出的最后预警。

12月4日，助手于平“逼”着他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做了增
强核磁。做完以后，这个“拼命黄郎”又马不停蹄去北京开会。这
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出差。人还没回来，检查结果出来了：疑似
肿瘤。

12月6日晚九点半，黄大年回到长春。7日一早，吉大一院
下了“命令”：哪儿也不能去，必须住院，进一步检查。

12月8日，黄大年办理了住院手续。当时，他还不知道最终
的检查结果是“胆管癌”。医生只告诉他是个微创手术，怀疑是结
石或者肌瘤，因此，他还没有告知家人。

12月10日，得知要切除很多器官，黄大年隐隐约约觉得事
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决定通知远在南方的弟弟妹妹过来。

12月12日，最后的团聚。上午，团队师生们把黄老师从医
院接回家，在他家吃了顿饺子。想到办公室还有一些材料，黄大
年执意回一趟办公室，师生们陪他回去。回学校的路上，车里放
着《斯卡布罗集市》的口哨版，正是黄昏时分，些许离愁别绪萦绕
在车里，黄大年望向车窗外，悄悄落下了眼泪。

进了地质宫，黄大年整理完材料，到各个办公室转了一遭，
跟大家打了招呼。他看上去很乐观，还跟大家开了个玩笑：“也不
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了？”

晚上，回到家里，他和弟弟妹妹吃了一顿久违的团圆饭。
12月13日，师生们到医院探视，黄大年把一个硬盘交给秘

书王郁涵，里面是一些需要妥善保管的资料；把一个笔记本交给
学生孙勇，里面是他对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托青年教师焦健
给学生拷贝了一些学习和实验用的文献资料和软件程序，都是

他住院期间查阅收集的。
下午，病房里只剩黄大年一人，他静静地灌肠、输液，等待

手术。
晚上，黄大年的大学同窗、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小

烈突然接到黄大年电话。谈起病情，黄大年的语气里透着浓浓的
消沉。王小烈尽力纾解，两人聊了个把小时，还约定退休后带上
家人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2月14日，吉林大学校领导前来探望，黄大年又抓紧时间
和他们讨论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随后，医生把黄大年推进
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即将关上那一刻，黄大年突然说：“我想出去再
看看我的学生们。”他又回到手术室门口，跟二三十个老师学生
一一握手，每个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

晚上8点，手术室外的学生们终于等到被推出来的黄老师。
医生宽慰他们，手术很顺利。学生们目送他回到病房。他因为麻
醉的原因还没转醒，只有手脚下意识在动。

12月16日，咳喘不止的黄大年被转回重症监护室。学生张冲
来看他，黄大年还问起他一个难题解决没有，结果说着就睡着了。

12月24日，平安夜。黄大年身体情况转好，他的弟弟妹妹
也回了南方。黄大年的胃口不错，蔬菜、粥都能入口了。征得他同
意后，几个学生布置了一下病房，摆了好多平安果，看着满屋的
圣诞气氛，黄大年有些出神。

到了晚上，同学们把在地质宫庆祝圣诞的视频发给黄老师。
他在病床上通过微信对大家说：“今天正逢平安夜，这是我从英
国剑桥回到长春的日子。一晃整整7年，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
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
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

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
全部心血。”

微信群里，同学们又收到了黄老师的红包。病房里此刻播放
着圣诞歌曲，黄大年反复听、反复听，意趣悠然。

12月25日，黄大年又把于平叫到病房，询问工作进展。
后来的几天，黄大年突然很想看海洋主题的纪录片。他让于

平找来，一遍遍地看着画面里的一片深蓝，沉浸在他的“巡海梦”
中，直到睡去。

12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黄大年
请护士帮他放了一遍。1月1日，青年教师戴强、焦健等来看他，又
给他重新放了一遍新年贺词，他攒着气力，嘱咐了几句鼓励的话。

1月2日，黄大年开始发烧。
1月3日，发烧、咳嗽。
1月4日傍晚，坏消息接踵而至。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

酶升高、肝功能有衰竭倾向。在做灌肠的时候，他痛得大喊大叫。
于平赶紧打了电话，妹妹黄玲再次连夜从广东赶来，黄大年

最后一次被转入重症监护室。不一会儿，医生刘凯走出来，还没
等人询问，他就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希望很渺茫了！头一
次感觉到自己不想当医生了。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看到黄老
师这样一个大科学家走到这一步，自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肝昏迷伴随器官衰竭，根据经验判断，4日或许就是大限。
必须再做检查。黄大年的手术车推了出来，重症监护室的大

门外，二十几个学生手拉手站成一排，站在特别远的地方默默守
护着黄老师。

两轮抢救之后，黄大年情况比较稳定，心跳比较正常，他靠
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奇迹般地熬过了“大限”。就在此时，他的女儿
黄潇在遥远的英国生下了他的外孙，他却已失去意识。

1月5日，黄大年身体水肿，医生注射升压药，开始血液透
析。晚上，国内知名专家集体会诊。做胃镜时，胃里已全是血块，
根本找不到出血点。

1月6日，有关部门和校方成立应急预案小组。各方专家全
力救治。

1月7日，胆红素升高。
1月8日，血压开始下降，已无法继续透析，12时38分心跳

停止！
王郁涵当天正在医院值守，刚打开饭盒，拿起筷子准备吃

饭。饭还没吃到嘴里，黄玲突然跑过来，神色慌张：“快快快！按压
了！按压了！”

医生流着泪，一直按压，一直按压……
没有效果，准备放弃。黄玲一看医生摇头了，痛哭着跪在医

生面前：“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一定……一定还有希望的！”
随后，几个医生继续轮流按压，奇迹没有再次出现……
13时38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棂，黄大年永

远地休息了。
焦健和黄大年的其他几位亲友、学生为他整理遗容，8个人

默默抬起遗体，抬下六楼。送到殡仪馆后，大家没有说话，不约而
同地跪下，磕头。

1月13日，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像从他家里出发。
按照当地习俗，焦健把火盆举起，摔在地上，冲天大喊一句：“黄
老师，一路走好！”

眼泪瞬间烧着了他的眼眶。
火盆兀自在地上啪嗒啪嗒跳着舞。
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国内外八百余名各界人士赶来了。学

生们在他的遗像边，特意摆上了他生前常当饭吃的烤苞米。
仪式结束，来宾离去，西辰厅的大门缓缓关上。学生们终于

能好好陪陪他们的黄老师了！他们一个个跪倒在地，哭成一片。
“黄老师，一路走好！”
“黄老师，天堂再没有风尘、熬夜！”
……
这是黄大年最后的启程。
他离去后，黄玲拿着他仅有的几张储蓄卡去银行销户。她怎

么也没想到，经手数亿项目经费的黄大年，自己账户里的所有存
款仅有几十万……

这是一个人、一种精神所能发出的最大光亮。

以创新追求勇攀科研高峰
——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人生启示之二

●新华社评论员

最 后 的 时 光
——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吴晶

继承公告
佟长春于1979年5月29日因病去世，配偶李素君于2016年5月14日因病去世，现房由次子佟正家（身

份证号：222301196211120612）继承，房屋地址：明仁南街53号楼4单元3层西户，房屋建筑面积：53.9平方
米，其长子佟正国（佟正国于2005年2月25日因病去世，配偶李淑范二人婚内共养育二子女，儿子佟强，女儿
佟馨），长女佟正民（佟正民于1990年9月18日因病去世，配偶张汉清二人婚内共养育二子女，儿子张伟、女
儿张蕾），次女佟正华，三女佟正贤、四女佟正云（佟正云于1992年12月1日因病去世，生前无子女，无配偶）
表示放弃继承（佟长春、李素君父亲、母亲已先于本人去世）。佟正家现到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申请转移
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

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5月18日

继承公告
吕淑芹于2005年 4月 29日因病去世（吕淑芹于1992年 6月 4日离婚），现房由长子石博（身份证号

222301196604160914）继承，房屋地址：明仁南街58号楼4单元3层东户，房屋建筑面积52.28平方米，其长女

石哲、次女石岩表示放弃继承（吕淑芹父亲、母亲已先于本人去世）。石博现到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申请转

移登记。与此相关权利人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办理。

白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7年5月17日

公 告
依据《物权法》第146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第147条规
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主体一并处置”。郭英的
房屋坐落于强大路6号楼3单元6层东户，房屋所有权已于2009年9月22日发
生转让，依据《物权法》第147条规定，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
转让。

特此公告
白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5月18日

（上接一版）不只是黄大年个体命运的转折，也是
实现中国梦伟大时代进程的一个折射。“得其大者
可以兼其小”，黄大年自觉把人生理想与国家发展
融为一体，“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
最大的满足”。他洞察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
迈进的发展大势，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
勇于攀登创新高峰，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倾尽全部
心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只要大家努力和坚持，
一定能实现强国梦”。黄大年短暂而精彩的一生启
示我们，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

奋斗的价值才能得到升华，人生才能具有超越小
我、成就大我的非凡意义。

无论身在何处，《我爱你，中国》都是黄大年
最喜爱的歌。这首歌，唱出了海外赤子的心声，也
诉说着中华儿女的衷肠。历史不会忘记，从李四
光、钱学森、邓稼先等，到今天像黄大年这样的留
学归国人员，或冲破层层阻力回到祖国怀抱，或摆
脱利益羁绊甘愿为国奉献，他们赓续着爱我中华的
精神血脉，为了振兴中华而矢志奋斗。今天，当中
华民族从未如此接近实现复兴的梦想，当新中国成

立以来最大规模海归潮方兴未艾，祖国更加呼唤千
万个黄大年式的优秀人才，人民更加呼唤为梦想顽
强拼搏的时代弄潮儿。

“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
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在历史的长
河中，无数个黄大年一般的民族脊梁燃烧自己、
照亮未来。他们的英名永在，他们的事业长存，
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为实现中国梦书写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辉煌
篇章。

（上接一版）
记者：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啊？这样下去很危险

啊！
黄大年：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一有时间，我也会

抓紧休息、抓紧锻炼，到外面走走。在中国做科学，
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着干。为什
么这么干？其实很简单。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啊！国家
需要我们，重视海外回来的科学家的意见。

“国家强大是我的梦想”
记者：您是两个国家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已经

完成的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
黄大年：国家的大项目叫“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

究”项目，我负责的是第九专项，主要攻关探测装备。
记者：在深探装备这块，我国在世界上是什么位

次呢？
黄大年：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如

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
的部队，是这样一个差别。2010年我回来，这时国家
意识到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中，需要一些领军
科学家，我就参与了组织过程，包括启动深地计划，
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时候。

记者：深探装备这个项目完成，对我国意味着什
么？

黄大年：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
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这5年酸
甜苦辣，故事就不展开了，展开也是很精彩的。做完
以后经过鉴定，评价是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是对入地装备的全面提升，可以这样理解
吧？

黄大年：对，以装备技术为先导，推动我国深地
资源勘探开发，摆脱国外的技术封锁，形成资源的自

给自足，这就是国家战略。
记者：跟您接触，感觉您是个爱国心特别强烈的

科学家。
黄大年：还是那句话，国家在我心中是最高的，

我没有敌人、没有朋友，我只有国家利益。国家的强
大是我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
干得那么累，为了啥？还是为了这。

“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记者：在剑桥生活优裕，为什么要选择回来呢？
黄大年：很简单，想回来，是我欠国家一份情。
记者：一直想问您这个问题，您对国家的热爱是

怎么形成的？这种国家至上意识是怎么来的？
黄大年：我人生中的几次关键选择，都出于父母

对我的影响。小时候，父母一直教育我们向钱学森这
些大科学家学习，向英雄学习。大学期间，家里没掏
一分钱，都是国家资助，出国也是公派。报答国家是
我的初衷，最关键的还是，我知道国家需要我。

记者：回来的时候好像是有故事的。
黄大年：当英国公司的同事知道我走时，很震

惊。一起工作十多年了，大家都不愿意我离开，尤其
正是事业非常好的时候，出成果的时候。大家都理解
不了，搂着我哭。

这让我特别特别难受，我想我得赶快走，要不
走，说不定会改变主意，感情真的能留人的。赶快收
拾东西，很多东西丢三落四，不管了，像逃跑似的，在

平安夜乘飞机回来了。
记者：您对金钱的观念特别淡，听说您卖了自己

的房子买科研设备。
黄大年：你看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空空的。我生

活很简单，衣服都是破的。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学生身上，资助他们出国，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
一项目，吉大一分钱也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见过
吗？首席科学家一分钱也没要，别看项目上亿元。

我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就是一种享受。钱什么的
没多想，国家给我的够用了。

记者：将来退休以后还会回剑桥吗？
黄大年：不会了，我就在这，哪天倒下，就地掩

埋。
记者：虽然上次跟您聊过，但这次听了您的这些

故事，仍然很震惊，我发现您真是拼了命了，完全不
在乎自己了。

黄大年：我愿意做这样一个人，我无所顾忌。为
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
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事情，让后来人有一
条更好走的路。

记者：这不是“几年”的问题，还有几十年哪，还
是要保重自己，您才是我们的“国之利器”啊。

黄大年：谢谢，反正我努力去做。能让中国立足
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
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
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