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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老师每天只休息三四个
小时，工作20个小时左右。我们
平常看见一切的有条不紊，一切
的岁月静好，都是钟老师默默付
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

让学生徐翌钦印象至深的
还有钟扬老师半夜三点的固定
闹铃。

2015年钟扬脑溢血的那次，
徐翌钦也曾是自发在医院里面陪
护钟老师的学生。“说实话，当时
其实很危险，因为脑溢血是由于
高血压引起的，如果两个小时不
送医，就会有很多后遗症。当时
抢救完之后，他醒来第一件事
情，不是干别的，而是赶快给学
院老师打电话，安排教学需要做
一些调整的工作，这是他醒来，
话都说不清楚，第一时间就想到
这件事情。”

“慢慢地，钟老师从重症监护
室转到普通病房，第一天晚上陪
夜是我在陪，当时有一个情况很
意外，半夜三点钟，钟老师手机响
了，我以为是有人打电话，结果，
我发现是闹钟。”

第二天，徐翌钦问钟老师，
这是要赶飞机而设的闹钟吗？
钟老师说，这是提醒他该睡觉了

的闹钟。如果不是那场脑溢血，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钟扬固定的
闹铃时间。

钟扬就是这样一个始终与时
间赛跑的人，无论何时，他都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
工作。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
170次，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
飞机；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
机，只为上午到达后就能立即开
始工作，为了赶早班飞机，好几次
深夜睡在机场楼梯间里；经常在
办公室工作到半夜，大门早已用
铁链拴上，身高1米8、近100公
斤的钟扬，常常跨过链条、再吸肚
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
去；哪怕是突发脑溢血后，他也只
住了十几天院就重新投入工作，
而当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
盒都无法打开……

“他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却
给每一个人留下了太阳般的温
暖，钟老师永远照亮着我们！”

徐翌钦说：“钟老师永远活在
我们心中，很多精神，可以继续指
引我们前行。我们可能一辈子也
做不到钟老师那么好，但是我们
愿意做钟老师一样的，不忘初心，
更加有执着追求的人。”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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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旦的结缘，始于钟扬一
个非常朴实的教师梦。因父母都
是教师的关系，钟扬也一直想做
一名教师，他从小都觉得教师这
个职业，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他想做一个非常纯粹的教师，选
择大学非常合适。

作为复旦的一名研究生导
师，钟扬十分擅长激发学生的科
研兴趣，在科研指导中严格而有
针对性。他教导学生，“学术规范
是做科研的底线。很多科研工作
的创新点都来很小的环节，比如
青霉素的发现。跳过这些环节，
虽然省了时间，但也可能和创新
失之交臂。”

钟扬招收学生还有一个“特
点”，相比有些导师喜欢招收基
础好、天赋高的学生，他却常常
招收那些基础并不算好的学
生。他曾将一名患“肌无力”的
学生毅然收入门下，为他规划适
合的发展道路，悉心指导科研，
如今这名学生已成为中科院的
科研人员，正沿着钟老师的足迹
继续前行。

曾有学生由于课题推进不
顺，精神几近崩溃，下定决心要退
学，钟扬听说了他的情况，和他
多次谈心，一起梳理研究思路，
全力提供帮助，最终指导学生顺
利毕业。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身边

有人诧异，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
工夫帮这些基础并不好的学生，
钟扬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
种子，都有自己的价值，全心浇灌
就会开出希望之花，不能让任何
人掉队。”

“钟老师一直是我们默默
的守护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博士生徐翌钦说。在学生
们 眼 里 ，钟 扬 总 如 父 亲 般 关
爱。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
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
面保护学生。

“钟老师其实是有痛风的。
有时，在采样过程当中，他也有发
病的情况，他就会把随身药物拿
出来，这个时候，其实他吃了药，
走路也是很艰难。即便那时，他
也会先捡一些很粗的树枝，带着
我们。他愿意做一个探路者，这
是可以走的路，他才叫我们走。
钟老师一直把我们的生命、我们
的安全，看得比他的生命、他的安
全重要得多，不管他自己处于什
么情况。”

钟扬曾开玩笑说：“在商场，
顾客是上帝，在我这儿，学生就是
上帝。”无数野外考察的清晨，他
冻得嘴唇发紫、强忍着身体不适，
早起做饭、打包；早上的实验室，
钟扬也总会习惯性多买几份早饭
为学生们备着……这些往事历历
在目。

在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
扬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
教育事业。

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
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
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他承担
了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
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
文的编写工作。他还是最受青少
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
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
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

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
教授，干吗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
友科普？”钟扬回答道：“科学知识、
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
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
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
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生前，
他还挤出宝贵时间参加“一席”

“种子方舟”等节目录制，公开进
行公众科普教育。目前，他生前
给幼儿听众的音频节目已经全部
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就在去世前不久，钟扬还到
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
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

学生做科普讲座。讲座后，钟扬
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想要
捐出 10 万块钱，可被校长拒绝
了，“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
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的火
种。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
呀！”钟扬毫不犹豫答应了，可是
一向信守诺言的他这一次却无法
兑现了。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钟扬始
终锐意改革进取，不畏艰难险阻，
勇于奋进担当。“干事比名分重
要”“有责任，我担着”，这些都是
钟扬对同事说过的话。

钟扬用有限的生命做了很多
的事，但留给自己、留给家庭的时
间却少之又少。妻子张晓艳心中
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家里那张

“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一
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
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
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
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
了。钟扬和妻子曾约定：孩子15
岁前，妻子管；15岁以后，钟扬来
管，今年9月9日，他们的双胞胎
儿子刚过完15岁生日，但钟扬永
远失约了。

“风华五三秋崇德育人桃

李天下播种未来，雪域十六载援

藏报国胸怀西部常在路上”，追

思会上，几十字的挽联道不尽钟

扬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

献的一生。他的许许多多感人

事迹被大家含泪提起。那一天，

钟扬80多岁的父亲对治丧小组

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我

们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

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

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就是

一个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

多做实事的人。

有人说，用先锋和英雄形容

钟老师也并不为过。也有人说，

今天我们纪念钟扬老师，对于我

们思考人生和感悟生命价值都

有益的。希望，每个人可以带着

他给予的温暖和力量，在人生的

道路上，在新时代中继续前行。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
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与身份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宝贵种
子，全心浇灌就会开出希望之花。”与学生

“他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却给
每一个人留下了太阳般的温暖。”与初心

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
“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委12日
印发《关于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钟扬，男，汉族，湖南邵阳人，
1964年5月出生，1991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复旦大学
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组
织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从
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
学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
果。2017年9月25日，钟扬同志
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
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
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钟扬同志是深深扎根祖国大
地的人民科学家，是绝对忠诚的
优秀共产党员，是教书育人好老
师的杰出代表，是无私奉献的党
员领导干部，是本市“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市委决定，追授钟扬同志“上
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决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兴起向钟扬同志学习的热潮，要
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钟扬同志先
进事迹，作为推动“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
作用，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以钟扬
同志为榜样，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
信”，牢记初心使命、更好履职担
当，努力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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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在奔赴西藏阿里途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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