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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智慧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如此评价那些不计名
利、科研报国的两院院士，并赞誉他们
是“民族英雄”。李俊贤院士正是这些

“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
荣”中的一员。

1928年，李俊贤出生于四川一个普
通农家。他自幼丧父，在亲友乡邻的接
济下完成学业，从此走上科技报国之路。

为“两弹一星”升空，年轻的李俊贤
毅然舍弃首都舒适生活，住茅草屋、吃
青稞粉，在异常艰苦的高原深处一干就
是16年，只想“为国家争口气”；他经常
日夜不离工作现场，各种设备安装带领
大家一起干、反复检查把关，对实验数
据要求十分严格、不掺水分，因为“搞科
研就要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马虎”。

科研艰苦，生活同样不易。李俊贤
的夫人丁大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些
吃高粱、睡土炕的日子：“不是热炕都过
不去。他不管家里，只是一心研究他的
专题、课题。”李俊贤却说，那个时候有
90%的人绝对不想自己，有了这个思
想，一切困难都能克服。

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李俊贤一
生执着于自己所挚爱的化工合成事业，
坚持奋战在科技最前沿，被誉为“国家

腾飞的‘推进剂’”“国家精神的造就
者”。在每一次重大科研方向的选择
上，李俊贤始终急国家之所需，将个人
利益置之度外。他说：“作为一名党员，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绝
对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党为
公，把党和人民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

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
如今，91岁高龄的李俊贤一如既往

地坚持工作。他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
己的研发，却以最低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生活，将最大的热情投注于科技报国事
业，以最淡定的心态看待名利得失。

多年来，在科研成果申报署名上，

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将最新研究
成果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同志，他
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功劳是大家
的。”他从不在个人待遇、家庭福利上向
组织提任何要求，两个孩子临近退休，
还都在企业一线工作。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党委宣传部
原部长薛志强说，李俊贤家里有辆
1953年生产的自行车，骑了60多年，后
来被博物馆收藏了。近几年，为了工
作、生活方便，院里要给李俊贤配专车，
但李俊贤拒绝了，他说：“工作需要用
车，我会向组织申请，生活中哪能用公
车办事？坐公交就很好。”

去年6月8日，生活上极为简朴的
李俊贤、丁大云夫妇，却捐赠300万元
设立了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创新和帮
扶基金，支持博士科研创新、帮扶离退
休困难职工。

“很多人问我们：把这么多钱捐出
去心不心疼？真的不会，留下的钱，自
己够花就可以了。能培养更多的人才，
帮助更多的困难职工，这是我们更大的
福气。”李俊贤说。

“作为科技工作者，一定要理解自
己肩上沉重的担子，努力工作、创新不
止、造福国家。”在老院士眼中，自己仅
仅是“为国家做了一点点事，是一名合
格的共产党员”。

从青春年华到白发苍苍，他用毕生努力实现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的统一

李俊贤：淡泊名利 一心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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