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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8 月，钟宜龙带领
1000多名民兵上松毛岭协助解
放军剿匪时，意外发现漫山遍野
到处是遗骸、弹片，经过确认，这
片山头就是 1934年松毛岭战役
红军的阵地。在那场战斗中，我
方浴血奋战 7 天 7 夜，牺牲了
6000多人，为红军长征赢得了宝
贵的集结和转移时间。

此后，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钟宜龙和众人搜寻、清点出来的
红军烈士遗骸达 3000 多具，并
为烈士举行了安葬仪式，竖起纪

念碑。从那年开始，每年清明他
都会带些祭品，到 3000 多具遗
骸埋葬的地方和另一个埋葬着
1000多具红军遗体的地方“青草
湖”，祭奠这些无名英雄。

钟宜龙说，这几年，年龄大
了脚腿不灵便，已经无法上山
了，但让他开心的是，现在每年
清明，学校的师生、当地的党员
干部都会组织到烈士陵园瞻仰、
献花。平时参观瞻仰的人也越
来越多，好多人还从外地赶来，
烈士英魂不再孤单。

编前：百年征途

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在一百年的非
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
继、不懈奋斗，涌现了
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
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
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
攻坚克难的先进模范，
更有无数默默奉献的平
凡英雄。

今天，我们讲述10
位党员的故事，不同年
龄的他们，在各自的人
生道路上，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对党忠诚为民奉献
的铮铮誓言，让我们从不
同维度重温百年峥嵘岁
月，激励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老
当
益
壮

峥
嵘
岁
月
守
初
心

N海都记者 李琪 石磊磊 文/图

1925年出生的陈世明今年已经97岁，但他依旧精神矍铄，一头白发不掩红心。
每每再次讲述当年那段峥嵘岁月时，他总是心潮澎湃，眼神中充满了光芒。

陈世明向记者展示他的钢笔书法作品，漂亮潇洒的花体英文让人眼前一亮：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这也是这位老党员一路走来的人生写照。

1947年，陈世明大学毕业。
他到福清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
武装据点。1948年 3月，在参加
中共闽清县委召开的第 2 次干
部扩大会议时，因叛徒告密，包
括陈世明在内的 7 名参会人员
遭到抓捕。

在狱中，陈世明和其他同
志抓住一切机会宣传革命思
想，他们高唱《国际歌》等革命

歌曲，趁“放风”机会向狱友进
行革命宣传，还发动了绝食斗
争。他还用英语写成信件，瞒
过狱警秘密寄出，成功与组织
取得了联系。直到 1949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因国共和谈，被
迫释放政治犯，陈世明等 20 位
政治犯才得以重见天日。

1949年 8月 17日福州解放
后，陈世明响应国家加强工业

建设的号召，投身制糖工业，凭
着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几十年
如一日刻苦钻研，成为知名的
制糖专家。

近年来，已经 90 多岁的陈
世明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他成了
红色故事宣传员，赴各大高校、
单位、企业讲述革命故事，还通
过口述的方式，为地方党史研究
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昔日爱国学生
如今红心依旧

为科研曾7年春节未回家
“我当时上龙岩农校时，选的就是农

学专业，也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因为我
牵挂农民，对他们有感情，希望能用自己
学到的知识，让农民们能吃饱饭。”回忆
起自己年少时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谢
华安十分感慨。

1959 年，谢华安毕业于龙岩农校，
1964年自福建农学院函授毕业，1972年
从永安农业学校调入三明市农科所，
1996年调任福建农科院院长。他的学历
并不高，能够为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
推广并在国际上保持领先地位作出突出
贡献，凭的是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为了水稻育种，谢华安有7个春节是
独自在海南度过的。终于在数百个母本
中，他选择了不育系“珍汕 97A”与“明恢
63”配组。1981年，他成功育成了能够克
服第一代杂交水稻不抗稻瘟病致命缺陷
的良种——“汕优63”，也是在这一年，谢
华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促成杂交水稻更新换代
“汕优63”以抗瘟性强、丰产、米质优

和适应性广的强大优势，迅速得到南方
稻区农民青睐，连续 16年种植面积稳居
全国杂交水稻第一，种植区域遍布全国
16个水稻主产省，最大年推广面积超过1
亿亩。东南亚一些国家引进并大面积种
植后，誉之为“东方神稻”。

数十年中，谢华安带领的科研团队
研究出的科技成果，促成了我国杂交水
稻的更新换代。其中“Ⅱ优明86”杂交稻
亩产达 1200公斤，打破世界水稻单产纪
录，创造了再生稻的超高产水平。之后，
谢华安不断攻关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
超级稻、航天育种水稻，还专注于耐贮存
水稻品种的研究。

如今，谢华安载着满满的荣誉，却依
旧奋斗不止。他说，“汕优 63”已退出历
史舞台，新时代的农业科研要更上一层
楼，作为水稻科研人员，他还要继续努
力，为祖国的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一生做科研
育成超级稻

N海都记者 陈晋

今年80岁的中科院院士谢华安出生
在龙岩一个贫穷的山村，那里地瘠人贫，
小时候饱尝饥饿之苦的他深有感触且为
之心酸。“让大家都有一碗饭吃”成为他
从小立下的誓言。62 年来，科学梦想和
共产党人的使命感，激励着他如候鸟一
般，走遍中华大地。他亲自“做媒”，育成
了“东方神稻”——“汕优 63”，为粮食安
全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文/图

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的
钟宜龙老人，今年已 92 岁高
龄。从 1950 年起，他收殓了
3000 多具松毛岭战役烈士遗
骸，成了红军烈士“守魂”人，这
一守就是71载。不仅如此，数
十年来，他靠一己之力调查搜
集了数千份当地的红色革命历
史资料，倾尽积蓄将家里办成
了家庭红色展馆，以一种特殊
的方式祭奠英魂，教育后人。

为烈士“守魂”71载如一日

1940年，陈世明还是福州英
华中学的一名学生。已是中共
党员的同班同学与他进行过一
次长谈，勉励他在反帝反封建斗
争中争取入党。那次谈话深深
震撼了陈世明，他被共产主义思
想深深打动了，下定决心一定要
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皖南事变发生，党在白

区实行隐蔽精干策略，暂停发展
党员。虽然暂时无法入党，但陈
世明没有停止向党靠近的脚步，
始终在党的外围组织活动。
1944年，已经进入福建协和大学
学习的陈世明，加入了学校的秘
密读书会，与同志们一起学习马
列主义，交流革命思想。

“当时我每周都要到图书馆

翻找共产主义的书籍。英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深受鼓舞。”陈世明还参加抗日和
学生运动，在数次的爱国学生运
动中，他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

1946年 2月 1日，陈世明终
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
担任了福建协和大学党支部的
首任书记。

爱国运动中站在前列

入狱仍坚持宣传斗争

长窠头村背头岗3号就是钟
宜龙的家。这座300多平方米的
土木结构老屋俨然是一座标准
的红色革命展馆，每个房间，每
一面墙布满了钟宜龙搜集、整理
的当地红色革命的各种材料。
大到各个战役的介绍，细到牺牲
人员的名单、生平，都能在展馆
里找到。

1953 年 6 月 18 日，钟宜龙
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并担任
中复乡临时党支部首任书记。
经过几十年的详尽调查，他发

现当地群众为革命作出了巨大
的牺牲。随着调查深入，钟宜
龙觉得要为烈士们做点什么。
2014 年，他拿出仅有的 20 多万
元积蓄，将老屋办成了红色家
庭展馆，自费请人将整理好的
牺牲人员名单、革命故事等材
料打印出来，一一张贴在展览
墙上，开放给人们参观。

每个月，钟宜龙都要从4000
多元的工资中拨出一些钱，补充
完善展馆的资料。“他们为了革
命，命都没了，我做这点算什么。”

老屋办红色革命展馆

收殓红军遗骸3000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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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明与孩子们一同展示他的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