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之所需，我之所向

高一（1）班 徐乐凝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人，叫李东英。

李东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稀土农用的首创者。他研

究的近 40种稀有金属和他发明的中国首批“黄液”，为“两弹一星”的研发提

供了材料支持。

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他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李东英研究稀土和特殊金属一辈子，把它看作最大的兴趣，是因为他把国

家的需要转变成了自己研究的最大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特殊金属完全是

个盲点，国外又垄断了稀有金属，“两弹一星”研究迫在眉睫时，李先生义无反

顾扛起重担。当我们粮食短缺，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实现稀土农用。李先生坚

决的选择，都是相应了国家和组织的号召，就像他说的“国家的需要就是我最大

的兴趣。”

就在前几天，杨振宁老先生的 100岁生日演讲上，他说：“邓稼先曾给我

写过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50年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李东英、杨振宁、邓稼先……中国的顶梁柱们，都是如此！他们拥有智慧的头脑，

但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金钱，更不是眼前的小惠小利，他们想到的，是组

织，是国家，是人民。因此，在我们如今也面对着众多的选择时，我们是否也应

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短暂生命的价值，是比别人多穿几件衣服吗？是比别人多

住了几套房子吗？是比别人多几个零的资产吗？还是在博取自己的利益时，也去

好好想一想，我的选择对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共同的生活，是否有了哪怕一小

点的贡献呢？

李先生他们，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流星，划破了天际，超越了自我，也是人生

价值的飞跃！那么我们也应该抬起头来，仰望夜空，仰望人生的新高度。

最后，请让我再次对李东英先生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



“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叶嘉莹

高一 2班 杨轶晨

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一二班的杨轶晨同学，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名人是叶嘉莹先生。

她自号迦陵，于 1924 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学习古诗词。

1945 年从辅仁大学毕业，自此叶先生开始了自己的讲学旅程；她先后辗转

中国台湾省，加拿大，美国等多地，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已经有出色的

成绩。

1974 年叶嘉莹先生终于回到了阔别 26 年的大陆，写下了长诗《祖国行》。

然而对一位游子来说，仅仅回到祖国并不是她所希望的。就像叶先生曾说的那样：

回国教书，是其唯一的、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1978 年，叶嘉莹向政府提出回国讲学的申请。次年，她便得以回国讲学；

她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直到 2014 年选择在南开定居。她解释道：“我是放弃了

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

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

叶先生还设立了“迦陵基金”，旨在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此叶先

生还卖掉房子，算上她多年来所得的积蓄与稿费，一并捐出。整整 3568 万元。

叶嘉莹先生一生之所为，我认为无非出自两种动机：一是为诗词，二是为祖

国。虽经历过如此多的挫折和磨难，她却自始至终默默的守护着诗词这一片净土；

换而言之，是诗词陪伴着她辗转各国，是诗词陪伴着她挺过亲人离世的悲痛，也

是诗词使她从一次次生活的打击中磨炼出了自己坚韧的精神。“天无百凶成就一

词人”，叶先生希望通过传承古诗词把这精神，或者说，民族的命脉，传递下去。

叶嘉莹先生被尊为“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之所以被尊为“先生”，我想，

一是因为叶先生专攻古典文学方向，是中国古诗词的学习者；二是因为叶先生以

教书为业，是中国古诗词的传承者；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她始终坚守着

古诗词即及其背后的所传达的精神意义，并且一直致力于让诗词文化在中国现当

代能够获得新的生命，使其更好的发展和延续。正是因为这些，我认为叶先生应

该被尊称为“先生”。

叶先生值得！诗词值得！



老兵风骨，英雄本色

高一 3班 张颢霆

在 2018年 12月 3日，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人社局在采集退役军人信息时，

一位老人展示了他的一些资料，我们才发现这位老人的辉煌经历。这位老人叫张

富清，1948年，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加入了解放军之后，

张富清就立下了许多战功。他曾经在壶梯山战役中任突击组长，凭借一己之力攻

下敌人碉堡一个，被授予了师一等功。在永丰战役中他还因为打仗勇猛，彭德怀

到连队视察鼓劲的时候，多次接见他和突击组战士。

在建国之后，1955年，张富清所在部队面临调整，要去地方支援祖国经济

建设。多次立功、身体有伤的张富清，响应号召选择了去偏僻的鄂西山区，在来

凤县一干就是一辈子。60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就连他的儿女也不知

道他曾经立下的战功。

在他的事迹被发现之后，2019年 9月，张富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019

年 9月 25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2020年 5月 17日，被评为“感

动中国 2019年度人物”。

张富清老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祖国建设时期坚决服从

组织安排，扎根偏远落后贫困山区，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践行一名共产党员“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当他的功名被报道后，单位上想改

善他的生活。张富清老人用一句话，拒绝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他的这种品质，

值得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去尊敬，去向他学习。



扎根苗乡，烛照学子

高一 4班 丁卓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高一（4）班的丁卓儿。今

天我演讲的主题与人物是“陈立群：扎根苗乡，烛照学子”。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问在座各位一个小问题。如果你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

教授、省或市重点中学校长等职位与头衔，你会为之奋斗吗？那再假如，给你一

个放弃高额年薪转而选择无偿支教的机会，你又会如何抉择呢？古人云，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相信不少人会做出与我相同的决定——百万年薪。而浙江省一级

重点中学学军中学原校长陈立群老师，却因放不下贵州山区的孩子们而义无反顾

地选择了后者。

2016 年退休后，他婉拒多家民办中学的高薪聘请，毅然来到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担任校长，开出的唯一“条件”是分文不取。上

任后，他整顿校风教风，创新教学方法，短短两个月内学校面貌就焕然一新，得

到了显著成效。“寒门何以能出贵子,很多时候就是靠关键时刻有人拉一把。一

个都不能少我做不到,我所能做的就是拉住一个是一个。”陈立群说。

他是时代楷模，是大国良师，改变了台江县民族中学成百上千学生的命运。

虽然已于去年八月卸任校长一职，但他依旧不定期往返杭州与台江。他说：“作

为台江民中终身名誉校长，我始终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们。”他支教的四年多中，

台江民中的高考成绩一年一个台阶，2020 年高考，台江民中 1047 名考生中，829

人达本科线，其中 270 人上一本线，本科上线率达到 79%。在陈立群的帮助下，

超过 2200 名贫困苗族孩子走出大山，彻底改变了命运。同时，他不仅分文不取，

反而自费资助学生、奖励教师 30 万余元。他爱生如子、不求回报，被学生亲切

称为“校长爸爸”。一名学生甚至写了公开信，张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生命

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您像天上的星星，我可以循着光亮的

方向，一直向前。”

曾国藩曾说过，“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想，这句话是对陈立群先生最

好的概括，也是最好的赞颂。



以渐冻之躯，与时间赛跑

高一 5班丁悠然

2020年，新冠病毒以惊人的速度笼罩了荆楚大地。它来势汹汹，举国上下

人心惶惶。这时候，有这样一个人，拖着渐冻之躯，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与病

毒鏖战，与死神较量，与时间赛跑，带来了黑暗中的一束光。他就是湖北省卫健

委副主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2019年 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首批 7名不明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

敏感的张院长立刻判断出这不是普通的传染病，果断而迅速地将他们集中到隔离

病房，开始分析与治疗。22天后，张定宇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仅探望

了半小时，便又争分夺秒地冲向了救助病人的第一线。自此他带领着医院干部职

工开始了第一线的奋战。纵使面对的敌人异常强大，未来皆无定论，他也毫不畏

缩，始终坚定不移地守住防线，就连病倒在床时也在看数据，了解病人情况与救

治进展。一个多月，夜以继日，他们共医治了 2800余名患者。

但当时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英勇无畏的院长，竟早已在 2018年患上渐冻症。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患者通常会因为肌肉萎缩而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仿佛慢

慢冻住般，最后呼吸衰竭而失去生命，且目前为止都无药可医。可是，即使身患

绝症，甚至生命可能已经在倒计时，张定宇仍然夜以继日地用病毒赛跑。他说，

他必须跑的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生命。

他阻挡不了自己病情的恶化，却用尽全力去把危重患者拉回来。他的双腿已

经开始萎缩，但他站立的地方，是最坚实的阵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奉献一直是张定宇的人生追求与工作动力。党员，医生，院长，三重身份，他始

终在为人民，为国家无私奉献着自我，仿佛红烛燃烧般为人间带来光明与希望。

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我们应继承并学习张院长的奉献精神与家国情

怀，让那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蜡烛燃烧得更热烈，更明亮！



最美奋斗者——黄文秀

高一 6班 王可欣

2018年，硕士毕业两年的黄文秀选择奔赴偏远贫困的百色市的百坭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但一开始，黄文秀并不受村民待见，甚至被拒之门外。

彼时的百坭村山高路远，发展滞后，贫困户分散居住在不同山头。黄文秀用近两个

月时间，翻山越岭进行入户调查，还在笔记本上绘制了贫困分布图，摸清了村情与村民

致贫原因。 其实初来百坭村时，一些村民并不看好黄文秀，不愿意跟她多聊。面对质

疑和不配合，黄文秀没有放弃。她换下漂亮的裙子，穿上休闲运动装，进村入户访贫问

苦。她常常帮贫困户家里收拾房间、打扫院子。有的村民不让她进家门，她就去两次、

三次，村民家里没人她就到田地里去，边帮村民干农活边聊天。渐渐地，村民们开始接

受她。

在黄文秀的带领下，当年有 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19年初，她在村里砂糖

橘的产业中发现了另一个商机：植株开出的花有蜜。于是准备引进蜜蜂养殖业，她当时

和同事约定：等蜂王培育好了，就要来两箱蜜蜂引进村子。可没想到的是，养殖场把蜜

蜂准备好了，而她却失约了。

广西常有暴雨。19年 6月 14日，是一个周五，暴雨引发的山洪，把百坭村一条灌

溉农田的渠道冲断了。黄文秀听到消息后，立马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当天晚上，还回到

老家农村，看望身患癌症、接连做了两次手术的父亲。16日，担心村里受灾情况的黄

文秀连夜赶回百坭村，途中遭遇山洪。而此时，百坭村的村民们还在等待着她的归来。

18日下午，搜救人员在河道里发现了黄文秀的遗体。一辆黑色汽车仰翻在一旁。

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正要送给同事的芒果。宿舍里那条没有拆吊牌的鱼尾裙，黄文秀从

来没有机会穿过。这个爱美的女孩自从扎根在山村，就收起了她的爱美之心和儿女情长。

驻村工作太忙，她没有办法尽孝，谈到对父母的亏欠，这个开朗爱笑的女孩也曾对着好

友流下了眼泪。从此，村里再也没有黄文秀忙碌的身影，再也没有她与村民谈笑风生的

画面，这一切都没有了……

有些人从山里走了，就不再回来。你从城里回来，却再没有离开。

百色的大山里，你是最美的朝霞；脱贫的战场上，你是醒目的黄花。

这就是最美奋斗者的样子。



教育愚公，灵魂摆渡

中一 1班 刘加贝

各位同学、老师，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中一 1班的刘加贝，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

“教育愚公，灵魂摆渡”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希望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

出的！”

早晨天刚放亮，叶连平简单洗漱过后就开始准备自己的早餐，两包方便面倒进锅里，

连个鸡蛋也不舍得加。利用煮面的时间，叶连平来到隔壁的教室收拾桌椅，为新一天的

教学做最后的准备。这是叶连平普通的一天，这样的日子，老人已坚持了 21 年。

他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他们念不起书”，从 2000 年开始，他用自家房子开

设“留守儿童之家”，每逢双休日义务给孩子们辅导英语，从不收任何费用。

他说“纸上得来终觉浅”，除了免费给这些留守儿童辅导英语，他还自掏腰包给这

些孩子组织夏令营，带他们参观西梁山陵园，南京雨花台，南京日军大屠杀纪念馆。

他说“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成立了自己的奖学金，还说如果走在老伴前面，

除了留下一定的生活费，他会将全部剩余积蓄捐给这个奖学基金会，帮助更多的困难学

生。

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睁开眼睛，所以我倍加珍惜每一天”，不

管是因为脑膜炎住院还是被电瓶车撞伤了腰，他总是没等痊愈就出现在课堂上。

他一头白发，勾驼着背，为了留守儿童，21 年来，他坚守着三尺讲台。“令公桃李

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叶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不仅是留守儿童的摆渡人，亦

是我辈的灵魂摆渡人！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灵石一秀，赤诚于心

中一（2）班 秦思齐

各位同学、老师，大家中午好！我是中一 2班的秦思齐。今天我的演讲主题

是“灵石一秀，赤诚于心”

“俭以处家存古道，富于为学有新功。”这是生于嘉庆年间的何氏族人、旷

世诗才何道生撰写的一副对联。

从这副联中，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

何泽慧之所以不同凡响，靠的就是将其家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爱国情怀谱

写出辉耀千秋、傲立于世的篇章。

1932 年，何泽慧凭借自己的实力，成功进入清华大学当时只招男生的物理

专业。面对性别歧视，何泽慧显示出性格里倔强的一面：“你越不让我来，我越

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那时，国内大学宽进严出，清华的课业尤为繁

重。四年中，不断有人退出物理专业，何泽慧非但没有转系，还以论文全班最高

分的成绩毕业。

1950 年，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她历经艰辛回到祖国的怀抱，

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奋斗。何泽慧曾说：“那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连一个钳子

都要现买。我觉得倒挺有趣的，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觉得好像也没什么能难倒

我的。”

哪怕到 86 岁时，何先生每周还要坚持到高能物理所上班。晚了就从食堂

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吃，渴了就喝点白开水。她书桌上的镇纸是自己

捡来的鹅卵石，衣服上有补丁，脚穿老式解放鞋。她经常挤公共汽车去买

菜，就像一个普通老太太，毫无大科学家的派头。

“不论是什么事，只要对国家有益我就做！” 这是何泽慧常放在嘴边的一

句话。

科学匠人，尽瘁报国，巾帼英雄，绝代风范。我辈必当继赤诚之心，精益求

精，不辱新人使命，不负前辈先行！



禾下乘凉梦，人间当饱方

中一（3）班 王培轩

各位同学，老师，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中一（3）班的王培轩，我演讲的

主题是“禾下乘凉梦，人间当饱方”

白鹭出屏流尽，回首已然垂去。䎬稏茵郁不必，天下谁不识君？沧沧云雾散

落底，氤氲还留笑意。

2021 年 5 月 22 日，袁隆平院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代神农的故事定格。

他曾说，“我不是在家里，就是在试验田里；不是在试验田里，就是在去试验田

的路上。” 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不然。一句话，三个地禾下乘凉梦，人间当饱

方”点，涵盖了他的一生。

1929 年 8 月 13 日，他第一次落到这个正爆发着大饥荒的世界。我国大西北

和华北发生的赤地千里的灾情，据史学家估计，至少造成上千万人被饿死。

而这个天荒中降生的孩子，似乎带着与生俱来的信念，坚持着杂交水稻的研

究，从未放弃。1966 年，袁隆平 37 岁时，“文革”轰然开始，他也受到了审查，

差点儿进了“牛棚”。但他一边等着挨批斗，一边还与学生偷偷地在臭水沟里照

看三盆秧苗，搞试验。1968 年，他 39 岁时，发生了“毁苗事件”。但他没有放

弃，拼命寻找秧苗下落，竟纵身跳入水中打捞秧苗。1970 年，他 41 岁时，发生

了滇南大地震。他不顾安危，为了保护秧苗，义无反顾地冲入随时可能坍塌的危

房……袁隆平一生热爱水稻的一切，爱到超越生命，爱到成功让主持研发的杂交

水稻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袁隆平曾做过这样一个梦：水稻比高粱还高，籽粒比花生还大，他就那样坐

在稻穗下乘凉。 于是，从赤脚下田，到穿套鞋，再到田边……他走过一地荒芜，

身后已然是他的摩登时代。

淡泊名利，喜看稻菽，播撒智慧，收获富足。虽世上从来没有永生之人，但

有永恒的追求，一个人和一粒种子的故事永不会结束。我亦愿同做一个禾下乘凉

梦，来续写这般的风流故事。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师者桂梅，燃灯立德

中一 4班 李阳

各位老师中午好，我是来自中一 4班的李阳。我的演讲主题是“师者桂梅，
燃灯立德”。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

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今年的 6月 29 日上午，在“七一勋章”颁发仪式上，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

学张桂梅校长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颁奖。镜头所见之处，她那双贴满了膏药的

手，让很多人落泪。13 年来，这双饱含沧桑的手，让无数的大山女孩得以改变

命运。

16790 多个日日夜夜，是整整 46 年，是一个人的半生，是张桂梅投身深度

贫困山区教育的昼日昼夜。

1996 年，张桂梅来到丽江山区。当她看到那里的孩子们，爱的本能让这位

女教师留了下来。在无数次家访中，看着一个个山区女孩因贫困失学，她心痛到

无法呼吸。她体会到，一个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

的命运。于是，她决心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梦想。

年年岁岁，她第一个到教学楼，为学生点亮每一盏灯，让她们安心晨读；她

节衣缩食，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三元，日积月累竟捐出了 100 多万元；她甚至提

前预支自己的丧葬费，要看着这些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才放心；在崎岖山路上，她

跌跌撞撞坚持家访，摔断过肋骨、发过高烧，甚至昏倒在路上……日夜不停的工

作，使张校长的身体变得“支离破碎”，医生甚至从她腹腔里切除一个超过两公

斤的肿瘤！

师者桂梅，燃灯立德。她把青春献给了这片中国最贫困的土地，让这里诞生

出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说，“如果我是一条小溪，就要流向沙漠，

去滋润一片绿洲。”我有幸长于丰沃的绿洲，但亦愿学习传承张校长的生命理念，

化成一条小小溪。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人间烟火味，最抚世人心
中一（5）班 陈羽纶

大家好，我是中一（5）班的陈羽纶。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人间烟火味，最抚世人

心”记抗 2020感动中国之“抗癌厨房”创办者万佐成、熊庚香夫妇。

“老板，你们炉子里面剩下的火，可不可以给我们炒个菜，我给点钱你。孩子得了

骨癌在医院治病，就想吃妈妈做的菜。”一对四十来岁的夫妻，推着自行车朝万佐成、

熊庚香夫妇的油条摊走来，车上坐着一名十来岁已被截肢的孩子。那带着哽咽的请求，

让万佐成听得鼻子发酸。他二话不说，连忙腾出炉灶，拿出铁锅和调味品：“你们来炒，

反正是多余的火，不要钱！”

在这条江西省肿瘤医院隔壁的小巷里，万佐成夫妇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油条摊位。

2003年的某一天，一对父母想借锅灶给住院的孩子烧菜，打开了万佐成夫妇奉献的大

门。

这炉“多余的火”，引出最诗意的袅袅人间烟火气。每天，这条窄窄的巷子里，挤

满了排队借锅灶烧菜的病患家属。即使在非就餐时间，“抗癌厨房”也始终有几个锅炉

烧着煤，冒着蒸腾的、暖洋洋的水汽。

这炉被传开的“多余的火”，燃起最俗常的热热闹闹。18年来，从不起眼的油条摊

位到炒 1个菜仅收 1元的“抗癌厨房”，夫妇俩与癌症病人相伴，一心一意用爱心守护这

个公益厨房。

这炉再未熄灭的“多余的火”，烘着最需要被抚慰的世人心。摆满炉灶的巷子，不

同面孔的陌生人，多少癌症病人及家属聚集在此，被夫妇俩供给的烟火味和人情味驱走

凄凉与悲苦。

这陋巷中的厨房，平凡的夫妇，惯看秋月春风，坐逢悲欢离合，用火红的灶氤氲出

不息的爱的烟火气。

“炉子烧起来了，火就不能灭，”万佐成夫妇说道。奉献自我的信念，从“抗癌厨

房”传递出的希望，这正是我所热爱的人间世！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