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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位红军战士负伤后，被江津四面山老乡冒死收留并悉心照料60多天——

一张80多年前的字条见证一段鱼水情深

▲1月20日，专家们与吴炳银（左一）交流。
记者 赵迎昭 摄/视觉重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土
城战役红军手迹”。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永川职业教育中心 敢为善为促蝶变焕新 奋勇争先为全域添彩

两年多时间能给一所
学校带来哪些变化？

两年多来，永川职教中
心先后创建市级高水平学
校、入选市“双优计划”建设
项目；在校学生人数快速翻
番达1.2万人，学校办学条
件全面达标，办学吸引力稳
步提升；相继成立产业学
院、大师工作室、名师工作
室等，办学实力加快突破；
牵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职业教育党建协同体；
年社会培训近3万人次，增
长近10倍，服务能力持续增
强……

这就是永川职教中心
的速度和质量。

作为西部职教基地内
唯一一所由永川区政府举
办，永川区教委、永川高新
区主管的国家中职改革示
范校、国家重点中职学校。
永川职教中心肩负起建设
西部职教基地窗口学校的
重任，扛起新时代职业教育
发展的使命，以新学校迁建
为奋斗新起点，不忘昨天的
艰辛辉煌，无愧今天的责任
担当，不负明天的宏大梦
想，在新时代新征程新发展
上跑出“加速度”，干出新风
采。

开启发展新貌
打造西部职教基地窗口学校

青翠满庭，绿荫芳菲的校园，设备
精良、设施一流的实训室，学生读书练
技蔚然成风，职教匠心自然流露……
永川职教新校区一派欣欣向荣，全体
师生满怀壮志，在新征程中踔厉奋
发。

两年前，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在各界关心支持下，永
川职教中心历经16个月的建设周期
圆满完成投用，彰显了令人振奋的

“永川速度”与“永川质量”。速度与
质量背后饱含的重视和期待，激励着
永川职教中心教育者们挑重担、求创
新、树形象，努力把学校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把服务地方作为根本遵循，
建设西部职教基地窗口学校、产教融
合型示范学校、国家优质中职学校。

发展新纪元，万象启新篇。永川
职教中心强化党建引领，实施“双带
头人”培育计划、“同心圆梦”行动计
划，“职教红”品牌培育计划，以党建
领航激发办学新活力。学校瞄准新
目标，坚持立德树人，多维度体系育
新人，深化产教融合，高精度对接强
合作，践行使命担当，高效能服务显
本领。学校推进信息化2.0 升级行
动，打造“六化”智慧校园升级版，跑
出发展新速度。

短短几年内，学校迅速做特办学
品牌，擦亮了“职教红”品牌，打造了

“匠心筑梦”样板学校，孵化出2个标
杆党支部，塑造了一批党员“匠心先
锋”，党委班子被评为区“先进领导集
体”，党建案例入选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党建工作典型案例。新建成
市级VR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建设区
级以上精品在线课程18门，师生在信
息类竞赛中共获奖44项，学校获评为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重庆试点学校”
“重庆市优质课程资源开发基地学
校”，获批“永川区绿色学校”，接待各

项参观考察数百批次。学生从2014
年三校合并的 3000 余人，发展到
2020年的5000余人，再到2023年的
1.2万余人，人人在校平安愉悦学习，
获得感和荣誉感与日俱增，满意度达
98.77%。

深化改革提升
开创学校内涵式发展新局面

在高速发展期，如何持续提升办
学品质和内涵发展是关键。永川职
教中心深化内功，丰富内涵，将向上
向前的力量蕴藏在办学每一环节，向
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这力量如大潮奔涌，激荡人心。
学校坚持“五育并举”“三全育人”，打
造“匠心”校园，提炼了学生“十有”核
心素养品牌，德育模式得到教育部专
家肯定。构建“家校企社”学生成长
导师制，校企共建德育实践基地 3
个。创新开展心理健康问题预防与
干预机制实践研究，“中医原理”德育
案例成为市级德育案例。培育思政
教学创新团队3个，认定市级思政示
范课2门、示范教学团队1个。

这力量如长风浩荡，催人奋进。
学校积极推进“三教改革”，完善“五

维一体”考评体系，健全“五维一体”
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双导师”育
人机制，与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和示范
性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提高“四力”
课堂生态效益，名师“双师”竞相涌
现，新建了教学名师工作室5个、技能
大师工作室5个、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5个、产业导师工作室4个，专业课教
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88.16%。
教师在教学能力大赛、技能大赛、班
主任能力大赛等市级以上赛项中获
奖22项，发表教学改革论文30余篇，
实现了多方面的突破。

这力量又势如破竹，一往无前。
学校结合产业需求、社会需求和专业
特色，集中资源打造优质专业，赋能
人才成才。开办新能源汽车与检测、
汽车制造与检测等21个专业，开发特
色课程12门，出版教材16本，修订课
程标准22门，完善课程资源10门，4
门课程达到市级标准。以中高职贯
通培养为抓手，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12所高职院校开展“3+2”贯通培养，
毕业生升学率为76%，其中本科占
4%左右。

奋斗作桨、梦想为帆，三全育人

步履铿锵，强师行动紧锣密鼓，专业建
设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大刀阔斧……
永川职教中心以深层次的改革，撬动
了学校高质量的发展。

扮好四重角色
勇当“产城职创”的有力践行者

当前，永川正在加快建设工程师
城市、产教融合型城市、技能型社会，
打造“产城职创”融合发展样板城
市。永川职教中心以深化产教融合
为重点、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
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助力永川“两双”
大城、“两高”强区建设。

服务产业，勇做区域产业发展的
助推者。学校与企业互建产教融合
型实训基地，先后与长城汽车、雅迪
科技等48家头部企业深度合作，校企
共建人才培养体系，共培高素质技能
人才。学校与长城汽车深度合作，建
成3000平方米生产性实训基地，该
企业八分之一的员工是永川职教中
心学生。

融入环境，做城市建设的参与
者。学校践行“城校互动”职教模式，
主动融入国家乡村振兴蓝图，助力永
川“双百”城市建设。学校发挥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乡村振兴与城市
可持续发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单位的责任，大力实施“同心圆梦”行
动，共建乡村振兴联合党支部和临时
讲习所4个、乡村振兴学院2个。打
造农村电商平台20个，开展直播带
货，销售额200多万元。每年开展种
养殖技术、农村电商等培训5000多

人次。整合农村土地240亩，建设特
色现代种养殖产业基地1个。学校被
评为“职业教育服务贡献典型学校”

“重庆市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试点
学校”。

砥砺前行，做职教改革的先行
者。学校携手德国BBW职业教育集
团，建立中德产业学院，邀请德国专
家驻校授课。与老挝、俄罗斯库兹巴
斯国立技术大学和巴基斯坦旁遮普
省开展“中文+技能”等职业教育国际
合作。学校探路职普融通，建设职普
融通教育集团，探索人才培养新模
式，研发了30门“百门职教课程进校
园”职业启蒙课程，面向120余所中小
学校学生开展职业认知体验。其典
型案例获评市级优秀案例。

培创并举，做创新创业的引领
者。学校做大社会培训，近两年，开
展送培进企、送培下乡等社会培训共
17247人次，激发300多人投身创新
创业，创业资金超亿元。建设“双创”
微基地，建设“技师工作室”“大师工
作室”提升校企协同创新能力。近两
年，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获得市
级奖项15项。师生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学校被
重庆市教委授予知识产权保护试点
基地，被中华职教社授予创新企业基
地。

在时代大潮中顺势而为、乘势而
起、奔腾向前，永川职教中心承担起
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兴的职责，书写出
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向着更
高远的目标发出新的冲刺。

孔令勇 鄢泽彬 付定强

现代化的永川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 王茂虎/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迎昭

“您父亲后来回过老家没有？”
“他是怎么到温水镇的？原先不是在江津洪

海吗？”
“知不知道其他6位红军战士的下落？”
……
1月20日中午，贵州遵义，天气湿冷。遵义

会议纪念馆附近一个房间里，来自重庆的学者们
刚刚抵达，便围住一位79岁的老人频频提问，老
人家则一一作答。

这位老人名叫吴炳银，是红军战士吴贞和的
长子。提问的学者中，有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周勇教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艾智
科研究馆员等。

原来，他们正在深入研究三峡博物馆珍藏的
国家一级文物“土城战役红军手迹”，其中记录了
包括吴贞和在内的7位红军战士在重庆江津四
面山洪海养伤的经历。

重庆日报曾在2018年8月23日的“重走信
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报道中，对这件文物背后
的故事作过深度报道。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土
城战役89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踏上这
个历史事件发生地，寻访红军印记，采访红军后
人，对完善这份手迹的证据链，形成进一步的研
究思路，极具意义和价值。

身负重伤来到四面山养伤
“父亲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

血流如注”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
1月21日下午，空中下起小雨。由重庆史研

究会和三峡博物馆组织的20余名专家学者，来
到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青杠坡红军烈士
陵园，敬献花圈，祭奠英烈。

陵园里，19.35米高的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
碑矗立于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人们的思
绪回到1935年1月28日。

1935年1月15—17日，遵义会议召开，确立
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土
城战役，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亲自指挥的第一
战，是促成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转折之战，更是
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周勇说。

《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
1949）》对土城战役有如下记载：“（1935年1月）

28日，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在土城青杠坡一带
与川敌交锋，敌人据险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
都有较大伤亡，形成对峙局面。”

吴贞和就是在青杠坡战斗中负伤的。“父亲
被一颗子弹击中左下腹，顿时血流如注，昏了过
去。战友们赶紧把他救下火线。”吴炳银说。

吴贞和与另外6名战友在组织安排下，从贵
州习水土城镇辗转来到如今的江津四面山养伤，
得到了乡民唐树田父子的精心照料。

两个多月后，6位伤愈战士返回部队，伤情
最重的吴贞和留在唐家继续养伤。后来，吴贞和
来到习水县温水镇娄底村，以小生意维生并养育
了7个孩子。

“虽然没有完成长征，但父亲的信念一直没
变。当年他参加红军，远走他乡，就是想为老百
姓谋幸福。他一直教育我们，不要增加国家的负
担，要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吴炳银
说，他至今还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家中
老屋十分破旧，“公社书记找到我父亲，说您是老

红军，政府准备帮您修房子。我父亲婉言谢绝。
他说，很多人住房都困难，我不能搞特殊，于是就
一直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直到1975年去世。”

有生之年，吴贞和都没能回到老家——江西
省会昌县庄口镇大陂村。除了未能归乡，吴贞和
还有一大遗憾，就是后来没能再见救命恩人唐树
田一家一面。“父亲临终前还说，唐家人是好人，
要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感谢他们。”说这话时，吴
炳银眼中含泪。

在唐家养伤得到悉心照料
“唐父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

元、白豆腐”

2005年盛夏的一天，吴炳银接到了媒体记
者的一个电话。“江津四面山一农户家中发现了
红军手迹，有您父亲写下的字条。”

这是一张一直收藏在唐树田家中的字条，由
80多年前的某位红军战士用毛笔蘸着松烟，在

粗糙的皮纸上写成，共900余字。字条后面还有
一张附页，上书：“吴贞和地址：温水区五保一
甲 小地名娄底新店子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
中秋”。该字条于2005年由唐树田的儿子唐安
华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被称为“土城战
役红军手迹”，经过相关专家的鉴定，被评定为国
家一级文物。周勇说，这是重庆境内发现的有关
土城战役的唯一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不久后，吴炳银收到了这张附页的传真。“附
页上父亲的字迹和住家的地址都是对的。”吴炳
银确认这张附页是父亲亲笔写下的，便带着家
人，拎着精心准备的纪念品，来到重庆江津四面
山，见到了父亲生前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

那时，唐树田已经去世，当年8岁的唐树田
的儿子唐安华也已两鬓斑白。吴炳银紧紧握着
唐安华的手，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据字条记载，7位在土城战役中受伤的红军
战士先被转移到习水县温水镇治伤，后又在如今
的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陶炳兴家短暂停留，最后

落脚于江津四面山洪海唐树田家养伤。
在唐树田家养伤的60多天里，唐家父子悉

心照料他们，请医术高超的周和尚给他们治伤，
春节时还给他们送去佳肴。字条中提到：“唐父
子给我们送来白酒、猪腿、汤元（即汤圆）、白豆
腐……”

“到四月五日，大多数同志伤也治好，组织决
定返回部队。只有吴贞和同志伤还未好，组织决
定把他留下医治。”字条中写道。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救命恩人，1943年的中
秋节，他翻山越岭来到四面山，看望唐家人。当
时，唐家大人出去劳动了，父亲只好写下地址，交
给唐安华，希望之后取得联系。”

由于唐家人不识字，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
畅，直到吴贞和1975年去世，他也没能和唐家人
再见上一面。

依依惜别写下初心见证
“凌晨分别走时，大家都掉泪哭了”

红军在沿途百姓的倾力相助下，走完了艰苦
卓绝的漫漫征途，一路上留下不少军民鱼水情深
的故事，这张珍贵的字条就是一份见证。

“我们七人历时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钱都
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组织上请
了陶炳兴老人来，共同吃饭吃酒，凌晨分别走时，
大家都掉泪哭了。吃酒时，我们七名战士都说，
一定回来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红军伤愈归队之
际，军民挥泪告别，字条详细记录了这一感人的
场面。

“那时，收留红军如被国民党发现，是要杀头
的。”吴炳银激动地说，“唐家人收留7位红军60
多天，负责他们的吃、住、医，且分文不取，他们要
顶着多大的风险，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努力啊！”

红军战士对百姓冒死收留、悉心救护无以回
报，才写下这张字条，作为革命成功后回报人民
的见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远离组织的情况
下，红军伤员自动成立党小组。字条中记载：“七
名战士有四个党员，成立党小组，廖永江任组
长。”这表明，即使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哪
怕只是临时组成的养伤集体，红军战士们也时刻
不忘建立基层党组织，保持党组织的完整和战斗
性。

这件文物被发现以来，周勇一直关注并对此
进行了持续研究，写过专题论文。他表示：“此次
遵义之行，完善了这件文物真实性的证据链，证
实了这是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感
人至深的故事。”因此，他建议将这件文物重新定
名为《中央红军证明书》。

明年是土城战役90周年、四渡赤水90周
年。周勇期待，这张字条能够回到故事的发生
地，向社会公开展出。他更希望把这项研究继续
进行下去，尤其要找到其他6位红军伤员的下
落，完成这个故事最后的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