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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村常香玉故
居，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喷气
式飞机模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香玉剧社号’
飞机模型，是常香玉家国情怀最具代表性的体
现……”讲解员为参观者讲述人民艺术家常香
玉的一生。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巩义
一个贫苦家庭，为了不当童养媳，9岁起随父学
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常香玉取百家之长，集
豫剧之大成，融合豫东、祥符各调，并吸收曲剧、坠
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唱腔，形成了深受
广大群众喜爱的常派艺术。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香玉和丈
夫陈宪章一起，在改造传统题材的同时，积极演
绎现代戏。所改编的《拷红》《白蛇传》《大祭桩》
等传统剧目，成为常派艺术传世之作；《朝阳沟》
《李双双》《红灯记》等现代戏的探索，让常派艺术
焕发出新光彩。

从艺70年，常香玉共演出剧目100多部，在
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素贞、花木兰、佘太君、穆
桂英、李双双等经典妇女形象，使豫剧从一个地
方戏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戏比天大”、德艺双馨是常香玉一生的承诺
和追求。常香玉和她带领的剧团一直坚持“三三
三制”演出——三个月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
个月在部队，为最基层的观众和官兵巡回演出。

1951年，全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热潮，常香
玉迸出这样一个念头：在全国巡演、义演，给抗美
援朝的志愿军捐飞机。

常香玉的弟子、今年82岁的韩玉生回忆，巡
演、义演出发前，常香玉卖掉了剧社的运输卡车，
把自己所有的首饰及多年积蓄拿了出来，还把自
己的3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半年时间里，她带领
香玉剧社成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逾万里，
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这件事，极大鼓舞了当时
全国军民的爱国心。

1953年，常香玉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

行慰问演出。1959年，常香玉加入中国共产
党。如今，“香玉剧社号”飞机陈列在中国航空博
物馆，成为凡人壮歌的永远见证。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因病逝世，享年81
岁。2004年7月，国务院追授这位豫剧大师“人
民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常香玉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 9
月，荣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人去声尚在，清香犹伴人。“常香玉抗美援朝
捐献飞机的爱国义举，一直为世人所敬仰；她艺
不惊人誓不休的执着、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为
戏剧界树立了一座丰碑；她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的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南河渡村支部
书记张继伟说。

如今，常香玉故居，这个由四孔窑洞、三间平
房组成的农家院落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每年有上万人前来瞻仰、学习。

（新华社郑州6月1日电）

数 风 流 人 物

“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
一天。”今年“五一”前夕，在“学习吴运铎‘把一切
献给党’精神火炬接力”主题阅读实践活动上，数
十位参与者齐诵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作品
选段，铿锵有力的朗诵声在武汉野战国防园的国
防教育馆广场上久久回荡。

“要继续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把劳模精神传
承下去。”活动现场，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中建科工华中钢结构公司焊工李荣清接
过火炬，目光坚毅。

2017年开馆的吴运铎纪念馆坐落于武汉市
蔡甸区野战国防园内，面积约500平方米，共陈列
文献、报刊、图片、实物、画作、模型和影视作品等
数千件。展厅里，一张泛黄的报纸引得不少参观者
驻足。那是1951年10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面
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
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彼时，吴
运铎刚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
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
观礼。“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之名，传遍祖国大地。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1917年生于江西萍
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工人。1938年参加新
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
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
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
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奉命转移至淮南抗
日根据地。敌人层层封锁，军工生产困难重重，
他想方设法带领同志们自制土原料、土设备，为
前方部队制造急需的枪炮弹药。一次在修复前
方急需的炮弹时，雷管发生爆炸，他左手被炸掉
4个指头，左腿膝盖被炸开，左眼晶体被炸破，几
近失明，昏迷不醒十余天。他带领技术工人研究
改良武器装备，成功研制出射程达540余米的枪
榴弹和攻打碉堡的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
种地雷，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重要贡献。

“心中没底，不敢动手。”面对凶险的枪炮研
制工作，吴运铎也曾有过害怕。他在自传中回
忆，一次面对摸不清底细的炸弹时，两条腿不知
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这种举动让他感到十分
羞愧。“临阵脱逃不仅是怯懦而且卑鄙，死又有什
么可怕，任何工作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字里行
间是舍生忘死的信念与决心。

在战争年代，他始终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
坚持战斗在生产、科研第一线。他说：“活着就要

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
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去治疗。经

过精心治疗，他的左眼重见光明。根据自己的成长、
战斗经历，吴运铎写成的自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
党》，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吴运铎曾任中南兵工局副局长、机械科学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主持多项兵器科研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军工
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重要贡
献。离休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
的名誉校长和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并担任
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为教育事业、残疾人
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
人联合会授予他“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2009年，吴运铎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年，他荣
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吴运铎同志‘把一切献给党’的精神力量将
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武汉市蔡甸区生态
集团野战国防园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文贵说，
现在每年都有数万名干部群众来吴运铎纪念馆
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以吴运铎名字命名的
运铎公园也成了蔡甸孩子们的一处乐园，绿意盎
然的园区内，时时传出欢声笑语。

（新华社武汉5月30日电）

在江苏镇江的润扬大桥公园内，
坐落着茅以升纪念馆。馆内展出茅以
升遗物、生平事迹照片资料等，默默讲
述着他坚定爱国、努力奋斗的一生。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人，
生于1896年，我国著名的桥梁学
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学毕业
后，茅以升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土木系。1916年，从唐山工业专门
学校毕业后，茅以升考取清华官费
赴美国留学。1917年，茅以升毕业
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
业，获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卡耐
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
其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
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谢绝了国外好几家公司的重
金聘请，怀着“科学救国”“工程救
国”的志向，茅以升毅然回国。他先
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
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南京河
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
院长兼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
处处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等。

回国后的茅以升目睹的是：中

国的江河湖海上，都是外国人造的
桥。20世纪30年代，茅以升任钱
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修建我
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
大桥——钱塘江大桥。卢沟桥事
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
国的步伐。钱塘江大桥竣工不到
三个月，杭州沦陷。为阻止日军进
攻，茅以升亲手点燃了导火索，炸
毁了这座饱含自己心血的大桥。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
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
院长等职。

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他的名字和新建的大桥一起留在
祖国各地。1955年至1957年，茅
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
员会主任委员，接受修建我国第一
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
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
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大桥将京
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
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
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
北地区铁路和公路网联成一体。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
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
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
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
（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
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
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
二）《茅以升文集》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
茅以升始终把入党作为自己毕生
的理想和追求，并用党员标准要求
自己。1987年10月，茅以升如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
书中这样写道：“我已年逾九十，能
为党工作之日日短，而要求入党之

殷切愿望与日俱增。”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病逝。
2019年，茅以升被授予“最美

奋斗者”荣誉称号。
“茅老是中国的桥魂，镇江的

骄傲。”镇江市政协副主席朱开宝
说，镇江始终把传承发扬茅以升的
精神作为科技立市、产业强市的精
神支撑与发展指引。随着润扬大
桥、五峰山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
一代又一代镇江人不畏艰难、开拓
创新，朝着产业强市目标加速跑起
来，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让茅老对
家乡的殷切期望成为美好的现
实。 （新华社南京5月31日电）

江南初夏，大树荫蔽之下，老宅
里一小片黄花蒿在淅淅沥沥的梅雨
滋润下愈发青翠，黄花蒿旁的少女
雕像眼带笑意，仿佛与来往的游人
述说着她与黄花蒿间奇妙的故事。

这是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
号姚宅内的一景，姚宅原是屠呦呦
外祖父姚咏白和舅舅姚庆三的住
宅，屠呦呦少年时代有10年时间与
父母一起在此寓居。今年5月1日，
修葺后的姚宅成为屠呦呦旧居陈列
馆，以崭新的面貌向公众试开放。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
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
者。60多年来，她从未停止中医药
研究实践。

2015年 10月 5日，瑞典卡罗
琳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
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
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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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说：“青蒿
素是人类征服疟疾进程中的一小
步，是中国传统医药献给世界的一
份礼物。”

20世纪60年代，在氯喹抗疟
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
下，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
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于1969年接受

了国家疟疾防治项目“523”办公室
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屠呦呦担
任中药抗疟组组长, 从此与中药
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当时的科研设备比较陈
旧，科研水平也无法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不少人认为这个任务难以完
成。只有屠呦呦坚定地说:“没有
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
医，她汇集了640余种治疗疟疾的
中药单秘验方。在青蒿提取物实验
药效不稳定的情况下，出自东晋葛
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
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给了屠呦呦灵感。

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
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
呦呦团队最终于1972年发现了青
蒿素。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
蒿素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世界
已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每年治疗患
者数亿人。

在发现青蒿素后，屠呦呦继续
深入研究以青蒿素为核心的抗疟
药物，2019年6月，屠呦呦研究团
队经过多年攻坚，在青蒿素“抗疟
机理研究”“抗药性成因”“调整治
疗手段”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提出
应对“青蒿素抗药性”难题的切实
可行治疗方案，并在“青蒿素治疗
红斑狼疮等适应症”“传统中医药

科研论著走出去”等方面取得新进
展，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
威专家的高度认可。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
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
出来的。未来我们要把青蒿素研
发做透，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得
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
屠呦呦说。

陈列馆中，详实的文字、图片、
视频资料及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
屠呦呦的事迹，弘扬她几十年如一
日为科学奉献的伟大精神，也激励
着新一代年轻人。

钟情科学、向医而行。对祖国
医药科学的向往与探求，是屠呦呦
始终如一的人生选择。而故乡宁
波则留下了她童年与少年时代的
依依乡情。

“陈列馆让更多的新老宁波人
了解屠呦呦，增强了爱乡情感和家
乡自信；也让崇尚科学、尊重知识
的社会氛围在屠呦呦的家乡更加
浓厚，激励着更多愿为国家科学事
业作贡献的年轻人。”旧居陈列馆
所在地的海曙区江厦街道党工委
宣统委员汪渊群表示。

（新华社杭州5月31日电）

“人生能有几回搏？”
日前，广州体育学院内，《拼搏之路》音乐歌

舞剧正在排演，饰演容国团的学生演员发出这
一声“搏”的大吼，让台下学子动容。这台讲述

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为中华体育拼搏的剧
目，在6月底上演。

广州体育学院教师孙鹏鹏说，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的艺术形式，让师生感受容国团忘我的
拼搏精神和坚定的报国之心，激励年轻一代不
断奋进。

作为容国团的母校，广州体育学院近年来
用心打造以容国团精神为特色的校园文化，开
展传承容国团精神系列活动，引领青年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

容国团，1937年8月10日出生在香港一个
海员家庭，早期在家乡广东珠海的一所华侨学校
上学，1948年初转到香港的慈幼学校就读。其父
容勉之是进步组织工联会下属的海员工会会员，
容国团小时候常去工联会康乐馆打乒乓球。

1957年2月，容国团代表工联会参加全港
乒乓球赛，与队友夺得男团、男单和男双冠军。
当年9月，容国团作为港澳乒乓球队队员到北
京、上海、杭州访问，亲眼看见祖国内地欣欣向
荣的景象。两个月后，他毅然跨过罗湖桥，来到
广东，开始在广州体育学院工作和学习。

1958年4月，容国团在广东省体育工作者
跃进誓师大会上发出豪言：“3年内取得世界乒
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联
邦德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容国团一路杀进男单
决赛，对阵曾获世界冠军的匈牙利老将西多。
决赛首局失利后，容国团连胜3局，夺得冠军。
圣·勃莱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中国人的名字。

回国后，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接见了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乒乓球热迅速在全
国兴起。

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
京举行，中日两队在男团决赛中相遇。已成为
众矢之的的容国团先后负于荻村和木村。“下一
场你准备怎么办？”有队友问。“人生能有几回
搏？”容国团举双拳仰天长啸，“此时不搏，更待
何时？”容国团最终战胜星野展弥，中国队首获
男团世界冠军。

1965年，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
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开幕，任女队主教练只有4
个月的容国团率领中国女队击败日本女队，首
捧考比伦杯。

“文革”动乱中，容国团蒙受不白之冤，受到
迫害。1968年6月20日，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
了生命。1978年，国家体委为容国团平反，恢
复名誉。2009年，容国团被评为“100位新中
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25
日，容国团获“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容国团的一生与拼搏相关，与中华体育获
得的数个第一紧密相连。如今，容国团的夺冠
铜像立于广州体育学院的中心广场；学院乒乓
球馆内，挂着一幅幅容国团拼杀时刻的图片。
容国团喊出的“人生能有几回搏”，激励着几代
中华儿女为国拼搏、顽强奋斗。

（新华社广州6月1日电）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
●新华社记者 潘志伟

屠呦呦：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新华社记者 黄筱

常香玉：戏比天大 忠心报国
●新华社记者 史林静

容国团：为中华体育拼搏
●新华社记者 杨淑馨

容国团像 新华社发

茅以升：中国桥魂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茅以升在看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屠呦呦在工作中（翻拍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吴运铎像 新华社发

常香玉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