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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一束光焰
照亮前路

——追记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下）
本报记者 彭瑜

王红旭的入党申请书。 （受访者供图）王红旭带领学生取得优异成绩。 （受访者供图）

就在牺牲前一个月，王红旭已被吸纳为入
党积极分子。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作为一名教师，
我会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
党组织。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王红旭曾向组织坦露
心迹，“我感受到了党带给我的无限温暖。我
要踏实肯干，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起到模范带
头作用。”

党给了他温暖，而他选择回报党的方式之
一，便是温暖身边更多的人。

王红旭对事对人的热情，恰似一束光焰，
照亮了别人前行的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
仍在践行对党的铿锵誓言。

“我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王红旭很爱妻子陈璐希，但有一件事让他
心有不甘——早在大学期间，妻子就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但他还不是党员。

“我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王红旭曾与
陈璐希交心，说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共产党员，
早在少年时代，在长辈的言传身教和老师的引
导下，他幼小的心灵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敬
慕和向往。

陈璐希当时就提醒他，那得抓紧写入党申
请书。但王红旭说，“我得先把工作干好，才有
资格申请入党。”

王红旭对工作充满了热情。作为体育教
师，他对每一项运动、每一个运动员、每一次比
赛，都要仔细分析、评估，发掘优势、找到短板，
然后一项项制定最优的训练方案。

“正因为潜心研究工作，他练就了一双识
才的慧眼。”同是育才小学体育教师的胡艺馨
回忆，每次别的老师上体育课，或者学校开运
动会，王红旭只要没课，就喜欢去转悠，东瞅
瞅、西望望，发掘体育好苗子。

学生谢灵巧又瘦又矮，但王红旭认为，她
是短跑的好苗子。胡艺馨不解，王红旭说：“这
个娃娃天生的踝关节力量好！”

参加田径队，每天下午3点40放学后，要

训练到傍晚7点，既辛苦，还耽误时间。当时，
谢灵巧成绩不稳定，家长不是很愿意。

“好苗子决不能错过！”王红旭苦口婆心劝
说其家长，并承诺，“保证不会影响学习！”

正如王红旭所料，谢灵巧参加2016年第
五届重庆市运动会，夺取了100米、200米短跑
双料冠军，文化成绩也稳中有升，最后考入市
级重点中学。

“莫说家长，我们老师也怕耽搁学生学
习。”但谢灵巧的突出表现，转变了同事胡俊杰
的想法。

王红旭告诉胡俊杰，学习需要健康的身
体、吃苦耐劳的毅力、高度自觉的纪律，而这些
可以通过体育训练培养出来。后来，胡俊杰大
胆地让王红旭到其班上一下子选了5个体育苗
子。

事实证明，经过田径训练，这些学生真的
吃得苦、有毅力、守纪律，在赛场上是健儿，文
化成绩也优秀或者有进步，很多后来都考进了
市级重点中学。胡俊杰说，王红旭的体育课，
是体格与灵魂“两手抓”。

王红旭的体育课深受学生喜欢，他也得到
学生的尊重，很多学生都亲切地叫他“旭哥”。
尽管有些学生毕业多年，但师生一起建的“育
才田径”群一直都在，他们依然在群里谈天说
地。

谢灵巧说，王老师虽然走了，但这个群不
能解散，大家还要在群里与王老师一起分享成
长路上的点点滴滴。

“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王红旭的进步，领导和同事都看在眼里。
“我一直在动员他入党。”从王红旭进校开

始，育才小学副校长唐婕就在关注他、培养他，
主动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但他说，要当就当
优秀党员，总感觉自己还做得不够好。”

2015 年，王红旭开始担任学校人事工
作。接手新工作后，王红旭制作第一个月工资
表时发现，有两名情况差不多又同一年退休的
教师，工资却不一样。之前做人事工作的老师

告诉他，这是数据输进去后软件自动计算出来
的结果。但王红旭硬是把两位老师评职称时
间、获奖情况等可能影响工资收入的事项查了
个仔细。他说，如果两位老师有疑问，掌握情
况好做解释工作。

“没想到他一个体育老师干人事工作也那
么严谨。”同事李金妹告诉记者，王红旭干工
作，既坐得住，又跑得勤，办起事来也是风风火
火的，“有问题找旭哥，是他的口头禅。”

每年职称评定时，教师办公室到处都是呼
喊“旭哥”的声音。王红旭有求必应，一边奔
跑，一边回答“好的”“来了”“稍等”。

为让老师们轻松填报职称，不影响教学，
王红旭制作了“傻瓜样表”，给每位评职称的老
师人手一份，让大家对表填报。

“他太细心了。”育才幼儿园园长金娟回
忆，她评副高职称时，100多页资料，王红旭帮
忙一张张捋顺，表格逐项审读，证书一个个核
实，拿着铅笔标注了几十个问题，“前后耽搁他
一下午，最后顺利过关！”

填报职称事项繁琐，对老教师，王红旭手
把手教，甚至是全程代办；对年轻教师，他干脆
办起了“培训班”。

去年，育才小学有11位年轻老师申报小
学中级职称。一个周五下午，王红旭把大家组
织起来一页页讲解填报注意事项。

“讲得很细。”李金妹说，公章盖哪个位置、
照片要几张、订书针钉哪儿，王红旭都讲到了；
甚至每个人的个人总结，他都帮忙修改，一一
过关。当晚，他还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第二
天周六，他才填写自己的报表。”

退休教师洪丽仍记得自己55岁生日那
天，王红旭一早给她送了一束鲜花，祝她生日

快乐，还说，“退休前的最后一个生日，不能没
有鲜花。”想起那一幕，洪丽至今心头仍是暖暖
的。

年轻同事涂梦婷曾经问王红旭，你工作10
多年了，为啥工作还这么拼？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勤恳恳工作，不
叫苦、不叫累。”王红旭告诉涂梦婷，在工作和
生活中，他从许多优秀党员同志身上看到了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虽然我还不是一名正式
的党员，但也要给你们年轻人做好模范带头作
用。”

“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执教12年来，王红旭始终坚定信念、恪守
职责、忘我奉献，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干出了
优异的业绩。他带领校田径队连续10年参加
区运动会，5次获得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佳绩，多
次打破区田径赛会纪录。在市级青少年运动
会上，他培养的运动员两人次获第1名、4人次
获前8名。他个人也先后获市、区优秀教练员
4次，区优秀指导教师5次。

担任人事干部后，王红旭边学边干，对办
公软件不熟悉，他买书自学；人事政策不清楚，
他加班加点查阅资料、吃透文件，做到心中有
数、有问必答；他还协助领导建立完善多校区
人才交流轮岗制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
展。

2019年10月，王红旭郑重地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会
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
织。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在育才小学副校长赵红眼里，王红旭为人
正派，工作认真负责，组织纪律性强，为身边的
青年教师树立了榜样，总给人以温暖和前行的
力量。

这些年，育才小学多次招考教师。每次新
教师考前、考后、上岗的人事工作量很大，但王
红旭任劳任怨，创造性开展工作，干得很出色。

“作风过硬，从没有违规违纪现象。”赵红
记得，有一次她和王红旭前往区县考察拟录用
教师，回来后，王红旭才发现考察对象的父母
悄悄把咸菜、水果等土特产放到了车辆后备
箱。他及时向赵红汇报，并折算成现金将钱转
给了对方。

“对待学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是他
们的父亲，我会怎么做！”今年上半年，王红旭
在参加党史学习教育后谈到，作为教师，就是
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把办人民满意教育与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好老师的总要
求结合起来，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生活上做学
生的父母，情感上做学生的朋友，学习上做学
生的老师。”

今年5月6日，王红旭被吸纳为入党积极
分子。

谁也没想到，仅仅20多天后，他就用震撼
整座城市的英勇壮举，生动践行了对党的铿锵
誓言，树立了新时代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形
象。

6月24日，王红旭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教
育部授予他“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得知消息，陈璐希多想告诉王红旭，“旭
哥，你的心愿终于实现了。你终于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了……”

籽料优良
具有独特鳞状皮纹

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
硒城，经中科院地化所检测，江津全境
中硒水平以上土壤占90.2%。近年
来，该地区发现一种独特的石英质河
磨籽玉，据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和国土资源部重庆矿产资源监
督检测中心检测，该籽料的莫氏硬度、
相对密度、折射率等指标都很优良，达
到玉石级标准，极具鉴赏价值。据江
津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随机抽样检
测，该籽料不同程度含硒，故命名为江
津硒玉。

2019年，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对
江津硒玉进行了全面的地质勘察，江
津硒玉原产于古河流，距今约1.45亿
年，在四面山镇、中山镇、塘河镇、蔡家
镇、白沙镇、嘉平镇、西湖镇等地均有
发现，单粒重数克到数千克，在此基础
上制作完成了《重庆市江津区石英质
玉矿石特征图集》，为江津硒玉的科学
保护利用提供了蓝本。

江津硒玉温润光洁、色彩丰富，
具有独特的鳞状皮纹，常见有红、
黄、白、紫等多种色泽，有的透如玻
璃，有的白如羊脂。“好的水质是良
玉形成的基础。江津硒玉原产地水
质清澈，在如此纯澈的水系中经历
万年磨砺，才造就了如此优良的质

地。”江津区硒玉文化研究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

玉雕精美
屡次斩获全国大奖

江津硒玉不仅品质优良，近年来，
其玉雕作品也通过赛事、活动逐步走进
大众的视野，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江
津硒玉商品、硒玉文创产品广受欢迎。

2020年，在重庆“双晒”第二季“耍
不够的江津”带货直播活动中，江津区
区长毛平将一款江津硒玉产品——

“江津藕玉”作为神秘礼物压轴推出。
2016年，在由重庆宝玉石产业协

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玉石
雕刻“九龙杯”大赛中，江津区非遗实
用雕刻代表性传承人杨治明将精湛的
木雕技艺与玉雕作品相融合，其作品
《祥》一举获得大赛金奖。江津籍选手
漆相龙也以160克江津硒玉玉雕作品
《摇篮》获得大赛金奖。这是江津硒玉
首次在全国性的玉雕比赛中斩获“双
金奖”。

随后，在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举
办的第五届中国（重庆）文化产业博
览会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工艺
美术精品展上，杨治明的红色硒玉作
品《长寿之乡》获得2016首届“工匠
杯”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漆相龙作
品《福寿无疆》获得优秀奖。2018
年，江津硒玉雕刻作品有7件入围第
八届中国玉石雕刻“陆子冈”杯精品
展，其中4件荣获银奖、3件荣获铜
奖。2020年，在永川区文曲广场举
办的第七届渝西片区民间文艺作品
展中，江津区选送的杨治明的江津硒
玉雕刻作品《静居硒山寿》荣获第七
届渝西片区民间文艺作品展工艺美
术类优秀奖。

这些奖项的取得与雕刻师的精心
创作密不可分，同时也是玉器行业对
江津硒玉的认可。

弥足珍贵
着力科学保护利用

江津硒玉坚实温润细腻圆融，

更重要的是，这个玉种的出现填补
了重庆不产精美玉石的空白。为科
学开发利用江津硒玉资源，不断丰
富繁荣硒玉鉴赏文化，规范有序发
展江津硒玉产业，今年4月，在江津
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江津区
启动成立重庆市江津区硒玉文化研
究会筹备工作。

7月6日，江津区举行了重庆市江
津区硒玉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完成
了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江津区非遗
实用雕刻代表性传承人杨治明当选为
会长。区社科联为该研究会业务主管
部门。

在当天举行的重庆市江津区硒
玉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副会长蔡泽荣、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象牙雕刻代表性传承
人李春珂等专家学者，就繁荣江津硒
玉文化、发展江津硒玉产业、培养人
才队伍等与现场会员进行了沟通交
流。重庆渝熙玉文化创意集团有限
公司与重庆千企千红大数据研究院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江津
硒玉产品销售、宣传推广、赛事活动
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
合作。

古人云：“玉在山而木润，玉韫石
而山辉”。“温润优良的江津硒玉是大
自然的馈赠。”江津区有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江津硒玉的原产地，江津区将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科学
开发利用，对非法开采行为将依法严
厉打击。下一步，江津区将围绕江津
硒玉积极开展文化研究、文创产品开
发、赛事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
把江津硒玉产业融入江津富硒产业、
文旅产业以及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大环境中，使之进一步扩大江津硒
玉的影响力，提升江津硒玉品牌价值
和知名度，促进江津硒玉产业做大做
强，把江津硒玉打造成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中又一张亮眼的名片，让江津硒
玉走出重庆，走向全国。

唐楸 陈元媛
图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象牙雕刻代
表性传承人、
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 李春珂：

硒玉制作茶具、
酒具、鼻烟壶等器具

以及工艺美术类的雕刻作品，可以
繁荣市场，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
择。江津硒玉产品可观、可赏，也
给工艺美术行业增添了一种新材
料和新活力，含硒的玉石材料对于
养生、赏玩和收藏将有不可估量的
价值。

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玉雕大工匠、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

重庆市工艺美术
大师、中国青年
玉 雕 艺 术 家
黄杨洪：2016
年夏天，在重
庆“九龙杯”展

会上，一种新玉
种出现在参评作

品中，这是出自重庆江
津的一种含硒元素的透闪石玉种，
各位评委认为这种新玉种外型圆润
饱满，肉质细腻，雕刻工艺也比较精
致，一致投票给了这件作品评为金
奖。假以时日，在重庆当地政府带
领下，在雕刻家们的共同努力下，江
津硒玉会以其独特的魅力走进千家
万户，走进寻常百姓家。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
院国土资源部重
庆矿产资源监
督检测中心珠
宝室主任 杨
玲：江津硒玉
属于石英质玉

类别，有着 7 的

莫氏硬度，颜色多样，其玉石结构
为细晶～隐晶变晶结构，抛光打磨
后成品具有玻璃光泽，形成于白垩
纪时期，表面有着精美的龙鳞状纹
理，这是有别于其他石英质玉产状
的特点。江津硒玉的发现填补了
重庆不产精美玉石的空白。

中国工艺美术
“百花奖”金
奖获得者、
80 后跨界
玉雕大师、

“奢趣”工作
室创始人 聂

子翔：石之美者
为玉也，江津硒玉

首先从材质材料之美来讲是非常不
错的，温润细腻。从古至今“玉”是物
化了的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重庆本
土走出去的雕刻创作者，更是希望
创作更多优秀的江津硒玉作品来祝
福自己的家乡越来越美好，也越发
有文化符号，给予全国乃至世界的
朋友带去更深层次的文化礼赞。

中国琥珀意向
雕刻非物质
文化遗产
传 承 人 、
中国琥珀
雕 刻 大
师、中国玉

雕艺术家、中
国工艺美术协

会理事 潘昭亮：近年发现的江津
硒玉新玉种，多在长江河床之下
经过泥沙与河水千万年的冲刷与
滚磨。该玉石玉质晶莹润泽、质
地细腻、手感温润，常光肉眼下几
乎不见结构，把玩性、创作性、可
塑性俱佳，着实令人爱不释手，无
论是作为观赏石还是宝玉石都具
有相当高的价值。

努力打造地域文化新名片——江津硒玉
7月6日，重庆市江津区硒玉

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
江津硒玉文化研究驶入正轨。研
究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助力江津
区科学合理保护和利用江津硒玉
资源，研究江津硒玉文化，培养硒
玉雕刻人才，搭建起一个让企业
互动、工艺升级、艺术发亮、文化
传承的交流平台，促进江津硒玉
产业发展。

江津硒玉雕刻作品

专家评价》》

填补重庆不产精美玉石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