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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奥林匹克，不仅是人类向“更快、更高、更
强”突破极限的求索，更是全球文化交融、文明互鉴，
展示世界“更团结”希望的舞台。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
40金 27银 24铜共 91枚奖牌，取得我国夏季奥运会境外
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中国奥运
健儿们胜不骄、败不馁，在竞技上、道德上、风格上都
拿到了金牌，为奥林匹克平添东方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 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
金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赢得了广泛
尊重认可，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形象。

中国光芒

拉德芳斯体育馆的山呼海啸归于平静，中国游泳队
以 2金 3银 7铜和一个世界纪录的成绩结束了巴黎奥运
会征程，不仅摘下男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和男子 100
米自由泳两枚含金量极高的金牌，奖牌总数也刷新了中
国泳军在单届奥运会上的纪录。

巴黎奥运会前和奥运会期间，中国游泳队因三年前
的食品污染事件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持续攻击诋
毁，运动员频繁接受反兴奋剂检查，一个人的检查次数
就超过了四到五个国外对手的检查次数总和。

“四朝元老”徐嘉余拿到个人奥运首金后说：“比
赛就像打仗，克服一切困难，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东西。”

在男子 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潘展乐把世界纪录大
幅提高了 0.4 秒，领先亚军超过 1 秒，赢得酣畅淋漓，
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获得季军的罗马尼亚名将波波维
奇说：“我们应该祝贺他。人类总是突破极限，只是需
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合适机会而已。”

男子 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后，输得心服口服的美
国队在颁奖仪式合影时，主动示意冠军中国队“要站在
上面”，并和法国队一块坐了下来。随后，运动员们友
好握手拥抱。当赛后有外媒试图再度挑起所谓“兴奋
剂”话题时，美国队队员墨菲说：“向中国队致敬，他
们游了一场伟大的比赛。”

中国泳军的巴黎之旅，是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
运会上克服一切困难，勇夺道德金牌和干净金牌的缩
影。

一枚枚金牌，由汗水和泪水浇铸，而纯洁的光芒让
它们更加耀眼！

金牌远非全部——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绝杀”对
手，创造自己的历史最佳战绩，获得第六名；中国女曲
一路力克强敌，决赛点球憾失金牌，虽败犹荣；张雨霏
克服发烧和生理期双重困难，以及频繁兴奋剂检查带来
的困扰，拼下了 1银 5铜；举重卫冕冠军石智勇悲壮告
别奥运，他不到半年打了 50多针封闭，针灸针装满 5升
的饮料桶……

中国风采

一枚小小的徽章，一个真挚的举动，铸就了巴黎奥
运会的一个难忘时刻。在羽毛球女子单打的颁奖仪式
上，获得银牌的中国选手何冰娇站在领奖台上，面向全
球直播的摄像机镜头，将西班牙奥委会徽章，与奖牌一
起举在胸前。

“我拿的这个徽章是西班牙队给我的。我半决赛的
对手马林因伤不得不退出比赛，我对她感到同情，因为
马林是一位杰出的运动员和对手，我希望能把她的精神
带入决赛。我祝愿她早日康复。”何冰娇这样解释自己
的举动。

在赛场上拼尽全力，在人生中惺惺相惜。
国际奥委会如是评论：“这就是奥林匹克价值观的

意义。”西班牙奥委会发帖说：“这是最好的奥林匹克精
神。”

“你是我的对手，但不是我的敌人。因为你的抵抗
给我力量，你的意志给我勇气，你的精神让我高贵。如
果我成功了，我不会让你蒙羞。相反，我将给你荣耀。
因为，如果没有你，我将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这是奥
林匹克宣传片《人性赞歌》中的一段旁白。

我们为什么爱体育？我们爱的是美妙的进球、激烈
的对抗、极限的突破、优雅的身姿，还有伟大的心灵。

“退赛大礼”是外界在描述运动员退赛事件时常常
用到的表述，何冰娇却用自己的举动，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为何被称为礼仪之邦。她所代表的中国运动员，用内
心深处的善良，拿下风格的金牌。

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中国队组合陈艺文和昌
雅妮在获得金牌后，被获得银牌的美国组合培根和库克
这样“表白”：

“我们超爱她们，她们太有意思了，陈艺文的英语
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很好地交流，昌雅妮是我见过最
好的、最甜的女孩之一。”

中国健儿们，他们昂扬进取，用实力赢得尊敬；他

们开放包容，用人格收获友谊。
协和广场，当巴黎奥运会上年龄

最小的参赛选手郑好好以 11岁 360天
的年龄亮相时，成了赛场上的焦点。

然而，谈到自己的奥运首秀，郑
好好莞尔一笑：“相比我在家楼下滑滑
板，奥运会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这里
就是人多一点。”

奥运会上的很多选手，都是郑好
好的朋友，她们在比赛中相识相知，
并相约下一次比赛再聚。

在运动员大巴车上，全红婵向外
国运动员展示刚刚获得的金牌，在视
频里搞怪。在冠军公园，龙道一戴着
墨镜，随着现场的音乐迈着颇具动感
的步伐，有节奏地高举双手打出拍
子，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说唱歌
手”的兼职身份也瞒不住了。

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平视
世界，他们意气风发，锐不可当，以
朝气蓬勃的形象在世界圈粉无数、深
入人心，他们用个性和风格，展示出
新时代的中国新形象。

中国形象

拉夏贝尔门体育馆，艺术体操集
体全能决赛正在上演，观众为这场表
演屏住呼吸。

丝带飘飞，拔剑弯弓，气势磅
礴，在巴黎这个全球艺术与时尚之
都，东方美学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不
少观众为中国队的表演起立鼓掌。

《凤鸣凌霄》《醉太平》《秦王破
阵乐》 ……琵琶与古筝奏出的国风音
乐，在中国艺术体操选手们的演绎
下，让观者如痴如醉。

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教练孙丹
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希望我们
这个项目体现的是每个国家不同而丰
富的艺术创作，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
推广中国风格，一直在创编不同类型
的中国风格 （作品），希望更多人能通
过这个项目了解中国文化。”

让世界惊艳的还有中国花样游泳队，姑娘们精心设
计的动作融合了武术咏春、埃菲尔铁塔和甲骨文，东方
与西方结合，体育与艺术交融。

“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让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裁
判接受我们的音乐和动作编排，让我们的作品得到尊
重，是我最渴望看到的。”中国花样游泳队主教练张晓
欢说。

赛场之外，中国文化也在巴黎绽放魅力。奥运会期
间，中国奥委会主办的“龙马风度 体育精神——中华
体育文化展”在巴士底设计中心亮相。展览分“同源”

“共生”“交融”“互鉴”四部分，展出中国体育博物馆
馆藏精品 139件/套，文物历史可追溯至商代，这是中国
体育文物在国际视野中的首次亮相，展览生动展示了源
远流长的中华体育文化，展出的文物既有历史感，又与
体育密切相关，增进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用“体育”这门世
界通用语言演绎和诠释，正在绽放出愈来愈迷人的魅
力。

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奥委会设立并运营的综合性
服务设施“中国之家”位于巴黎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公
馆，这里成为了中外体育交往的“会客厅”，也是传播
中华文化、加强中外交流的平台。

在这里，现代技术赋能古代文物，生动展示了中国
深厚的体育文化传统，大量珍贵的实物和图片展示了中
国健儿辉煌的奥运征程，多种互动装置让参观者亲身体
验现代科技对体育运动和日常生活的深刻改变，中华茶
艺、民乐演奏等一系列非遗和文化体验项目，以及中法
美食交流会等活动让来宾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交相辉映的魅力。“中国之家”免费向公众开放，参观
者络绎不绝。

百年奥林匹克，见证着世界变迁，见证着华夏向
前。

1932年，太平洋彼岸洛杉矶，刘长春孤身一人出
征奥运会，彼时报纸刊文：“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
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
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92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以辉煌荣耀诠
释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以历史佳绩彰显新时代的中国力
量，以东方风采映照新时代的中国形象！如前人所愿！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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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半年，年逾八旬的林占
熺出了四趟国。

龙年元宵节，这位中国菌草
技术发明人站在斐济的菌草田
边，给学员们授课。夏初，他先
后重访自己工作多年的巴布亚新
几内亚和菌草技术首获国际奖项
之地瑞士，带去对技术应用和产
业发展的最新思考。8月初，他在
卢旺达同年轻的种植户一起迎接
收获，每人捧起一大朵蘑菇，满
脸笑意；中旬，他向埃及农业部
长介绍应用菌草技术治理荒漠化
的优势，双方交流了合作前景。

“他们都非常高兴，没想到
我都 80 岁了，还能过来帮助他
们。”林占熺说。

在这条国内国际双线的战贫
之路上，“老兵”林占熺坚守三十
余载。在他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
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中摆
放着的地球仪上，标记着菌草技
术的“全球足迹”——如今已覆
盖 106 个国家和地区。菌草技术
从国内扶贫“生力军”发展为支
援国际减贫“奇兵”，“最根本是得
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技术的重
视、关心和支持”，林占熺感慨。

为扶贫而诞生

历时数十年，林占熺带领科
研团队选育出一类草本植物，高
产、优质、根系发达、耐瘠薄、
耐旱耐盐碱，最早替代木材用于
食药用菌的栽培，故名“菌草”。
由于其富含蛋白质、生长快、适
应性强，也广泛用于牲畜饲料。

6月底，林占熺赴日内瓦参加
第九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大
会。在发言中，他特别回忆起一
个细节：新世纪之初，正是在时
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推动和支
持下，全球首个菌草科学实验室
在福建农林大学创建。

“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扶贫
真是满腔热忱地支持，高度重视
如何让菌草技术为扶贫工作和生
态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参会期
间，林占熺向记者回忆起菌草技
术走向世界的起点。

1992年 10月，林占熺第一次
走出国门，就是到日内瓦参加第
2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
览会。

那年 7月，《摆脱贫困》 首次
出版，集纳了习近平同志聚焦闽
东地区脱贫和发展的实践经验和
深刻思考。摆脱贫困的意义“首先在
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
开阔而务实的论断最能引起实干
家的共鸣。

菌草技术就是解决贫困问题
的一条新思路。林占熺出生在解
放前的闽西山区，家中代代务
农，年少时没少尝过贫困之苦。

“为穷人做事、为人民服务”，成
了他日后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

令林占熺惊喜的是，菌草技
术这门全新的交叉学科，在日内
瓦一举获得高度认可。“最合理”

“最经济”——当时国际评委如此
看待这门新技术的应用优势。人
还没回到福州，已有海外来电，
要求引进技术。林占熺有自己的
信念：“菌草技术是为扶贫而诞
生，要服务扶贫”。

菌草技术从福建走向全国，
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离不开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以来的持续关
心和亲自推动，离不开中国科研
工作者勇于开拓，甘于奉献。

1997年，习近平赴宁夏扶贫
考察，支持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对
口扶贫协作项目。接到任务，林
占熺立即带上团队和草种、菌
种，从“海这边”直奔“山那
边”，抵达“苦瘠甲于天下”的宁
夏西海固，因应当地的自然条
件，从头开始攻坚克难。

此后，凝结山海情深的“闽
宁草”陆续推广到全国 31 个省
份，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作出
了积极贡献。

2000年，习近平会见来访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
法纳玛时，向对方详细介绍了菌
草技术。是鼓舞，更是责任，林
占熺带着团队在巴新偏远地区干
劲更足、扎根更深。

跨越更广阔的山海，“中国
草”陆续在亚太、非洲、拉美等
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扎根、开花、
结果。

“菌草援外”所到之处，林
占熺亲眼见证发展中国家深陷的
发展困境：初到巴新东高地省的
鲁法区，当地部落还处于刀耕火
种的状态；在卢旺达，贫困户没

有牛、更没有拖拉机，农妇翻地
仅靠锄头，浑身是泥；在中非共
和国，内乱之后百废待兴，频闹
饥荒……

“ 菌 草 援 外 ” 之 路 筚 路 蓝
缕，备尝艰辛：在异国遭遇抢
劫，林占熺被人用枪指着脑袋；
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他一度以
为自己“快不行了”；因高原反
应，他血压飙升，把周围同事

“吓坏了”；工作站没电没水，最
多时三人搭伴、最少时一人独
守，一守就是五年半……

为什么守得住？“我们去的都
是最贫困的地方，是真心实意去
帮助老百姓，就要跟老百姓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如同鱼和水一
样。”林占熺说。

因扶贫而传播

今年 8 月初，在卢旺达举办
的非洲地区菌草技术培训班上，
林占熺见到了自己的学生、卢旺
达第一位菌草项目协调人阿涅
丝·阿因卡米耶。2007年，阿因
卡米耶从大学毕业，在第一次见
到中国菌草专家后，她找到了发
展方向。

“中国专家超级勤奋，工作
节奏特别快。”在学习和实践中，
阿因卡米耶逐步适应了“中国节
奏”，每天同中国专家并肩工作让
她感到“格外振奋”。“最让我感
到幸福的是，我们能帮到很多
人，”她说，菌草技术大受欢迎，
特别是妇女、青年在接受培训后
找到生计和出路，有人收入翻了
不止一倍。

8 月 15 日，在开罗，埃及农
科院教授法西带着 17岁的儿子去
看望林占熺——对法西来说“像
父亲一样的导师”。法西 1995 年
到福州参加了第一届菌草技术国
际培训班，成为海外第一批技术
骨干。林占熺此次到开罗考察，
埃及农科院积极表示要继续深化
合作。

至今，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
已举办了约 350期，培训 1.4万余
人。菌草技术被翻译为 18种文字
在全球持续传播。在一个又一个
发展中国家，“菌草不仅帮助个人
成长，也作为新兴产业不断发
展”，这是最让林占熺欣慰的事。

林占熺坚持以“JUNCAO”作
为这项中国特色技术的英文名
称。起初，有人担心这名称叫不
响。如今，“JUNCAO”早已成为
与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家庭息息
相关的中国符号。

前 巴 新 劳 工 部 长 曾 登 报 宣
布，把女儿名字改为“JUNCAO”。

“我问他为何要登报，他回答说，
就是要让大家记住中国人、中国
菌草对他们的帮助。”林占熺说。

2月，在斐济举办的太平洋岛
国菌草技术培训班上，巴新学员
乌基也是中国专家的“老朋友”。
从 2000年结缘至今，乌基一直在
巴新推广菌草技术，见证了很多
农户因为菌草增加收入、改善生
活。他很自豪地告诉其他国家学
员：就是在巴新，优秀品种巨菌
草曾创下每公顷年产鲜草 853 吨
的世界纪录。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菌草技
术援助巴新、访问巴新时见证菌
草技术新合作协议的签署，中国
菌草专家常年扎根巴新，这让乌
基充满感动和感激。“菌草为巴新
人民带来新希望，”他相信，发展
菌草技术同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
展目标相一致，能为发展中国家
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实实在
在的助力。

2017 年 5 月，中国－联合国
和平与发展基金菌草技术项目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动。“中国愿同
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
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
草’！”习近平主席 2021年在向菌
草援外20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
际合作论坛致贺信时强调。

8月初，在非洲地区菌草技术
培训班举办期间，联合国官员和
使团代表团专程赴卢旺达考察菌
草技术和产业在非洲地区的发
展。“我很高兴同其他联合国官员
一起，亲眼见证菌草技术以实际
行动造福民众。”联合国秘书长办
公室主任考特尼·拉特雷说，菌
草技术具有“可负担”的突出优
势，“对非洲大陆所有发展中国家
很有价值、非常适用”。

为落实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宣布的“八大行动”，林

占熺赴中非共和国实施菌草技术
援外项目。2019年 12月，图瓦德
拉总统为他和中国菌草专家颁授
荣誉勋章。这是认可，更是期
待，那一晚让林占熺“难入眠，
泪不止”。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
人，己愈多。“菌草是‘幸福草’，
是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林占熺
说。

在扶贫中发展

在 6 月 底 日 内 瓦 的 会 议 现
场，来自斐济奈塔西里省的塞鲁
瓦伊娅·卡布卡布坐在林占熺身
旁。她是菌草技术的受益者，也
通过菌草技术造福更多人。

早在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在出访途中过境斐济，
在会见斐济领导人时向对方推荐
了菌草技术。当年 11月，两国政
府就菌草援外签署相关文件。如
今，斐济已发展成为太平洋岛国
菌草产业发展的区域中心。过去
十年来，超过 2400人在斐济接受
菌草技术培训，斐济菌草种植面
积累计超过2000公顷。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
做就成”——林占熺反复强调菌
草技术在海外落地要降低技术应
用门槛，“让最贫困的农户也能参
与”。

2019年，卡布卡布带领 12名
当地妇女参加了菌草技术培训
班。学成后，她办起一家小型农
场。从购置锅、食品、洗衣机，
到为家里修厕所浴室，再到花钱
报名参加奶制品培训班，她每收
获一次，就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
一些直观改善。她还把钱捐给社
区清洁饮用水项目，“水源已通到
了路边，再努努力就能进入每家
每户了”。在她的帮助下，从十来
岁到年过六旬，不少女菇农靠菌
草迈出了自立的第一步。

不仅“小而美”，更要“见效
快、惠民生”。菌草技术在因地制
宜推动发展的同时不断创新，从

“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拓展到生
态治理、饲料和肥料生产、生物
质能源等领域。

2016年，坦桑尼亚前总统基
奎特访问福建农林大学时对林占
熺说，希望菌草技术能为坦桑尼
亚发展作出贡献。8月上旬，在坦
桑尼亚又见面时，基奎特欣慰地
告诉林占熺，菌草技术近几年在
坦桑尼亚发展得很好，他自己的
牧场也种植了菌草，“我相信菌草
还会在这里取得更大成功”。

坦桑尼亚畜牧和渔业部部长
阿卜杜拉·哈米斯·乌莱加为林
占熺颁发感谢状，赞赏菌草技术
促进坦桑尼亚畜牧业的可持续发
展。“菌草作为饲料投入少、产出
大，节省了成本，还提高了牛奶
产量和质量。”当地农户塔希亚·
马萨维欣喜地告诉记者。

“水土流失问题不解决，卢
旺达会没有土地可以耕种”，卢旺
达官员在交流中流露的担忧让林
占熺一直记在心上。

12 年前在卢旺达的实验数
据，林占熺至今还能脱口而出。

“10 月 30 日那天，两个半小时的
降雨量达到 51.4毫米，雨水全被
巨菌草篱住，蓄水固土效果非常
好”，18个月前种下去的一株巨菌
草已经长成一大丛，挖出根系称
重“足有148公斤”。

菌草科研团队把实验结果带
回国内，继续投入防风固沙、荒
漠化治理的科研实践，十余年来
已探索出“绿色治沙屏障”的技
术体系。

林占熺记不清自己三十年来
走出国门的次数，“可能有一百多
次”。结合在海外的最新观察，林
占熺常常思考如何更好地应用菌
草技术，推进菌草产业发展，以
巩固扶贫成果。

今年 2 月，林占熺去斐济授
课时，还带去一项科研任务——
将菌草技术应用于盐碱地治理，
为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探索更多解决
方案，“实验结果很理想”。

“菌草技术所走过的路，是
人民摆脱贫困的路，是中国贡献
世界的路，也是人类在现代化道
路上进行新探索之路。”林占熺在
日内瓦面向世界各国与会者时这
样说道。

“总想着在这条路上继续做
下去”，这是一位心系人民、步履
不停的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心声。

（新华社基加利/福州8月25
日电）

“中国草”：送给世界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