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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報
道，盧永根祖籍廣州花都，1930年
出生於香港。1941年，就在盧永根
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香港淪陷，
盧永根被父親送回鄉下。在鄉下
時，盧永根目睹日軍兇殘，也體會
到戰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在鄉下
待了近兩年後，盧永根返回香港讀
中學。在嶺英中學，盧永根碰到了
思想進步的語文老師林莽中（蕭
野），並經他介紹到香港培僑中學
讀高中。在盧永根看來，培僑中學
的三年時光，他從一個無知的青少
年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港區前全國人大代表、培僑中學
老校長吳康民是盧永根的中學老

師。吳康民2017年7月投稿文匯報
副刊專欄，講述自己整理舊書時發
現了1950年時與友人合著的《少年
自然科學叢書》，書本封面有一張
自己在指導高中二年級學生做化學
實驗的照片，「其中一位學生盧永
根，曾任華南農業大學校長，也是
中國農業科學院的院士。當年的確
是 ︰ 『 恰 同 學 少 年 ， 風 華 正
茂。』」
吳康民寫這篇小文時，正逢盧永

根夫妻將多年積蓄捐出設立教育基
金會，這位老師為學生感到自
豪：「這是一位德才兼備的專家
學者，也是香港培僑中學畢業
的好學生。」

1930年出生在香港的盧永根在高中畢業後，北上廣州嶺
南大學讀書。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
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兩校農學院合併
為華南農學院(今華農前身)，盧永根成
為首屆學生。

不顧親人勸阻
學成毅然歸國

盧永根曾三次到國外探親和訪
學，在異國豐厚的物質生活面前，
他選擇學成歸國。改革開放後，盧
永根到美國探望病重的母親，以公
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
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在美期間，
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他留下來，但
被他堅決拒絕了。眾人問他為何不選
國外優越的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盧
永根說：「因為我是中國人，祖國需
要我！」他曾公開發表文章說，「真
正愛國的青年科學家都應扎根祖國。
外國實驗室再先進，也不過是替人家
幹活。」
盧永根不但堅信只有祖國才是他安
身立命的地方，還感染帶動身邊人奉
獻祖國。從1983年開始，盧永根做了
13年華農校長。在他的感召下，一批
海外留學人才最終選擇回國奉獻才
智，與盧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種等方面
拚命趕超。作為著名作物遺傳育種學

家，盧永根保存了華南地區富有特色
的野生稻基因庫。如今，中國水稻研
究技術在很多領域超過了國際水稻研
究所。

大膽人事改革
打破論資排輩

借助國外學習的知識和經驗，盧永
根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推動了華農
跨越式發展。對即將出國深造的每一
位教師，盧校長都要與其促膝談心，
勉勵他們早日學成歸國。「學成報
國，學成歸國，這是最根本的。」
擔任校長期間，盧永根實行破格晉

升，打開華農人才培養的新格局。
1987年，華農的人事改革成為全國關
注焦點：破格晉升8名中青年學術骨
幹，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晉
升為副教授，以破解人才斷層困局，
破論資排輩風氣。如今，這些當年被
破格晉升的青年才俊已成為學界、政
界的優秀人才。
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是當年

被破格提升的青年骨幹之一。溫思美
說：「老校長用一生詮釋現代知識分
子的內在精氣神。」在他看來，盧老
校長一生儉樸，卻對人慷慨；他嚴於
律己，近於苛刻，卻為人寬容；創新
開拓學識的淵博不是為了征服別人，
而是為了看清自己的渺小。

「真正的科學家是忠誠的愛國者」
著名農學家「布衣院士」盧永根病逝 積蓄遺體捐獻國家

吳康民曾於本報刊文：
他是培僑的好學生

常年飯堂排隊打飯
出行全靠巴士單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著名農業科學家、中

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老校長盧永根12日因病醫治無效

逝世，享年89歲。這位華農師生眼中有點「小氣」又很「大

方」的老校長，為祖國的科研和教育事業傾注了一生心血。他節

儉了一輩子，但他與夫人卻將畢生880餘萬元人民幣積蓄捐給學

校設立教育基金。患病前，他就辦理了遺體捐獻卡，並表示喪事

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作為中科院院士、共產黨員，捐

獻遺體是為黨和國家最後一次作出自己的貢獻。」盧永根將「一

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這句最常掛在

嘴邊的話踐行到了生命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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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王雪：
是您迎我們入校，是您送我
們離開，三十年過去了，畢
業證上的校長簽名已有了時
間的痕跡，但您的名字、您
的音容卻在心中清晰起來。

校友媛媛：
2009年入學，我們班去參觀
學院樓，班主任老師帶我們去
您的實驗室，當時是第一次見
到您，算來也已經有十年的師
生緣分。您的風趣幽默和毫不
拖泥帶水的做事風格，也一
直是我們華農農學學子的楷
模，您的精神華農學子會代
代相傳。在這裡只想說一
聲，盧老師一路走好。

學生林媛：
種得桃李滿天下，心唯大我
育青禾。是春風，是春蠶，
更化作護花的春泥。熱愛祖
國，你要把自己燃燒。稻穀
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
根，扎根在我們心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盧永根與夫人將880餘萬積蓄捐給學校設立教育基金。圖為盧永根在捐贈協議上簽名。 網上圖片

■盧永根（右三）與國家重點學科作物遺傳育種團隊的同事在田間觀察水稻生長情況。 網上圖片

■盧永根（右）在水稻試驗地指導學
生。 網上圖片

1930-2019

盧永根看似很「吝嗇」，家裡擺
放的仍是破舊的木沙發，鐵架子床
已銹跡斑斑，至今仍保留用來掛蚊
帳的竹竿。他無疑又很大方，將畢

生積蓄880多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給華南農業大學。
他事後雲淡風輕地說：「捐些錢，捐給學校，事
情就是這樣子，很簡單的。」然而，這卻是華農
建校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不少華南農業大學的師生們，都曾在校園
飯堂某個不起眼的位置看到過盧永根的身
影。一到午飯時分，他拎着鐵飯盒走到飯
堂，和學生一起排隊。每次他都會打上兩份
飯，一葷、一素和二両飯。他總是在飯堂吃
完一份飯後，將另一份帶回給妻子。

堂弟盧家棠回憶稱：「他很勤儉，都是去飯

堂打飯。有時候太晚就吃個方便麵，很樸素
的。」他每次都把打的飯菜吃得很乾淨。和水
稻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他，還總勸告學生珍惜糧
食：「多少棵水稻，才能長成一碗米飯！」

捐祖產助家鄉教育發展
盧家棠感言，他回花都也是搭乘公交。

「其實他完全可以叫校方安排車回鄉，但他
卻說，私人的事情，不要佔用公家資源，不
要佔國家的便宜！」從華農到花都路途遙
遠，可想而知，盧永根夫婦每次都要輾轉換
乘多少次公交車、奔波數小時才能回鄉。

學校有不少同事和學生都勸盧老請個保
姆，出門叫學校派車。但盧永根依舊保持老
習慣：出門時背個挎包、頭戴遮陽帽地去乘

公交車。南方雨水多，遇着暴雨，他就摞起
褲腿，趟水回家。妻子徐雪賓同樣簡樸，出
行總是腳踏一輛28寸鳳凰單車。

「他一心為國家，沒有私人事的。」盧家
棠還表示，曾有親戚找盧老幫忙安排孩子上
大學，都被一一拒絕。「大學得自己好好
考，知識要自己學，不能違規安排。」

常言道，葉落歸根，盧永根卻早在 4 年
前，將花都老家祖傳的兩所商舖無償捐給當
地小學，用今天地價折算，兩處房產至少值
上百萬。這些年來，該小學的校長溫國船在
每屆開學典禮和班會上，都會鄭重地為學生
們介紹盧老的事跡。他感慨地說：「希望盧
永根的精神能夠延續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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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 永 根 生 平 ■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官網

1930年12月出生於香港，籍貫廣東花都

1947年12月在香港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

194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3年8月畢業於華南農學院農學系並留校任教，歷任華南農學院助
教、講師

1962年至1965年在中國農業科學院任丁穎院長秘書、科研助手

1978年11月晉升副教授，1979年3月至1983年10月任農學系副主任，
1983年5月晉升教授，1983年11月至1995年5月先後擔任華南農學院院
長、華南農業大學校長，1986年9月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

1993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曾任第二屆、第三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第八屆、第九屆、
第十屆生物學部副主任，第五屆、第六屆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第八屆全國政
協委員。先後榮獲「南粵傑出教師」特等獎、廣東省科學技術獎一等獎及
「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全國模範教師」等榮譽和稱號，被中央電視台評
為「感動中國2017年度人物」。

2019年8月12日4時41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廣州逝世，享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