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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周闻韬

时光流转，大江东去，但人们对王红旭的怀
念和赞誉却不会随时光和江水而逝。这位人民
教师，在危难关头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救起了
两名素不相识的落水儿童，自己却献出了不满35
岁的生命。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也为世人带来生
的美好和希冀。回望王红旭的人生旅程就会发
现，他的英雄气并非偶然，而是源自绵延不绝的
师者之爱。

在一个三代从师的家庭中，点点滴滴师者
之爱的日积月累，铺就王红旭鲜亮的人生底
色。他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爱学生、爱同
事、爱家人。在学校，他尊重同事，像“小太阳”
一样温暖着大家；对学生视如己出，用心了解他
们、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甘当人梯，乐于奉献。
在家中，他是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正是
这种看似平凡的责任心与使命感，长期滋养了
他的英雄气，让他在危难之时显身手、在紧急时
刻挺身而出。

这并不是王红旭第一次救人。“危急时牺牲
自己值不值？”面对这样的话题，他曾坚定作答：
还考虑什么值不值！自古以来，“经师易遇，人师
难遭”，王红旭用大爱和舍己为人的行动诠释了

“人师”的内涵。
“看似你把爱留给了别人，但你走后，别人也

把爱传递给了我们。”这是王红旭的妻子陈璐希
对丈夫的告慰。是的，师者之爱永远不是单向
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脊梁在砥砺
前行，看到了新时代的浩然正气在汹涌澎湃！

师者之爱，
危难时绽放英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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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开学季来临，育才小学的操场上，悬挂
着不少师生纪念王红旭的横幅。

代宣说，生死关头，我想“旭哥”没有考虑那么
多，救人只是他的本能。

父母说，这并不是红旭第一次救人。
大学暑假，他曾和同学一起去游泳馆兼职。一

次，他发现深水区有人溺水，就毫不犹豫地跳入水
中。还有一次，暑期休假，他带着儿子在外玩耍，旁
边的一个小孩磕伤了脑袋，他也是一把抱起受伤的
孩子，驱车送往附近医院。

“在危急时，牺牲自己救人值不值得？”这样的
话题，父亲曾与王红旭讨论过。儿子的回答斩钉截
铁，让父亲内心震动——“危急时候还考虑什么值
不值得。”如今，儿子确实做到了。

“红旭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快乐，团团
还没出生，他就给他写日记……”陈璐希眼里含着
泪，“很幸运能遇到他这样的好人，但又很不幸，他
陪伴我们的时间太短了。”

同是教师的陈璐希一直很欣赏丈夫对教师
职业的投入。“他对学生视如己出，用心了解他
们、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甚至认识我班上所有的
学生。”

“王老师常对我们说，每一粒种子都有适宜的
土壤，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田径队学生孟俊帆
时常忆起，王红旭和大家约定的“特别时光”，就是
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找他倾诉。

“就像他的名字，他永远都是面带笑容，一笑就
眯成缝的眼睛里，透着阳光的温暖。”孟俊帆说，可
是以后，他再也不能“赴约”了……

送别那天，人们安排灵车在学校校墙外绕行一
周。

汽车停驻让行，鸣笛致哀。市民自发前来，含
泪注目。

学生们则用一首诗，表达着对老师的无尽怀
念：“您知道吗？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着，体育成绩
可一点没有落下。您化作了校园的一草一木吧，看
着我们茁壮成长。”

“看似你把爱留给了别人，但你走后，别人也把
爱传递给了我们。”妻子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王红旭
听得到这句话。

思考很久，陈璐希还是决定告诉团团，爸爸“会
像一颗星星一样陪伴着我们”。

3岁的孩童，还不懂得永别的意味。但妈妈流
泪时，他会抱着妈妈说，将来要开飞机，这样可以离
爸爸近些。

王红旭生前，仍有心愿未了。
2019年10月25日，王红旭庄严地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1年5月6日，王红旭被批准为入党积极分

子。
如今，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被评定为烈士。
“大家都赞扬他是英雄，其实他就是一个学生

们喜欢的体育老师。”陈璐希和很多怀念着王红旭
的人，始终忘不了王红旭在申请入党时所做的自我
剖析——

“对待学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是他们的
父亲，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我是他们的
父亲，我应该怎么做？”
他用生命作答

新华社记者周闻韬、吴晶、屈婷、周文冲

教师节前夕，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到重庆大渡口区
的长江之畔，眼含泪水，默默为王红旭献上一簇白菊。

时针拨回到今年的6月1日。
“孩子落水了！”在被悲痛弥漫的记忆中，这一声

呼救异常清晰。
因为是儿童节，王红旭和妻子陈璐希约了好友，

三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到江边游玩。
沙滩上，彩色的帐篷搭起来了，孩子们挖着沙子，

大人们谈笑风生。
下午5时40分左右，人群中突然传来呼救声。还

没等大多数人回过神来，王红旭和好友许林盛已经像
箭一样冲向了江边。

王红旭纵身一跃，从沙滩前沿跳入江中。熟谙水
性的他迅速划水，游到一名落水儿童跟前，将失去意
识的孩子托出水面，交给接应的许林盛后，一扭身，又
奋力向江心另一名落水儿童游去。

“江水又急又冰，心里很慌。”许林盛托着孩子往
岸边游。尽管做过救生员，但是强劲的潜流却让他的
身体如灌铅般沉重。

脱下衣服和鞋子的许林盛，再次向王红旭游去。
他发现，这一次王红旭没有像惯常的救援那样用单臂
划水，而是把头扎进江水，托举着落水儿童一路潜行。

江水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王红旭选择潜行保证了
孩子不再呛水，但这样却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近了，更近了。当他终于把孩子猛推给许林盛
时，无情的回浪把乏力的他反推回去……

湍急的江水仍在冲刷撕扯，就在许林盛感觉自己
游不回去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他——那是10多名群
众手挽手拉起的“人链”。

而此时，王红旭却越漂越远。“拉我一把……拉我
一把……”水声伴着风声，他的呼声显得那么微弱。

两三秒钟后，一个浪头将他吞没了……
红旭，你在哪里？红旭，你快游回来啊！陈璐希

嘶喊着，想要冲向江中，幸好被人们拉住。
两个孩子得救了。人们这时才知道，那个为救孩

子牺牲的英雄，和他们素不相识。
王红旭的儿子、年仅3岁的团团，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只哭喊着：“爸爸，爸爸，你快回来！”

他救起两名素不相
识的落水儿童，自己却
被冰冷的江水吞没

“旭哥”，是同事们对王红旭的昵称，因为他体格
壮、身手好，热心肠、爱张罗。

“旭哥”走后，同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是
个好人，更是个好老师。”

王红旭出身教师家庭。一辈子扎根农村教育事
业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育他：“教良心书，不误人
子弟”“好老师不能只做老师，还要当好父母”。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乡亲们对祖辈、父辈的尊敬
爱戴，在王红旭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善的种子，也让
他从小就立下了“做好老师”的志向。

2009年4月，王红旭来到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
小学，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体育教师，也遇到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师父”代宣年长5岁，与王红旭亦师亦友。白天
上课，晚上改写教案，从课堂常规管理到田径专业训
练，代宣带着王红旭一起钻研业务。

乐观开朗、勤奋努力，王红旭很快就崭露头
角。一次全区青年教师赛课，王红旭抽到的比赛内
容是快速起跑，没有训练器械，课程难以出彩，但
他硬是通过巧妙的教学设计和课堂表现，抱回一个
二等奖。

这个奖，让王红旭更有信心了。上立定跳远课，
他教孩子们模仿青蛙的动作；给低年级的学生上课，
他还会穿插有趣的游戏……学校的操场上，经常回响
着他和孩子们的笑声。

执教12年，王红旭曾先后荣获市、区优秀教练员
称号4次，区优秀指导教师5次，校优秀教师、校优秀
教育工作者称号各1次，所带班级还多次获得区级、
校级优秀班集体。

“‘旭哥’经常说，要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你尊
重学生，学生才会尊重你，要以尊重换尊重。”办公
室里，望着王红旭捧回的奖状奖杯，同事们的眼眶又
红了。

2015年开始，王红旭开始兼任学校人事工作。
办公软件不熟悉，他就买书自学、勤学苦练；人事政策
不清楚，他就加班加点、查阅资料；新教师入职手续复
杂，他不急不躁，逐项核对，经常连轴转。

古道热肠，或许是因为教师之家的家风传承，或
许也是因为菁菁校园的温情传递。

为给80岁的退休老师更改社保信息，他一遍
遍地跑社保局；为帮助因摔伤行动不便的同事办理
工伤报销，他一次次地上门服务；为照顾因新冠肺
炎疫情滞留的新同事，他贴心地送去生活物资……

林林总总的桩桩小事，铭记着融融暖意，
直到危难降临的那一刻，直到他纵身一跃的不
告而别。

他像“小太阳”一样
温暖大家，直到纵身一
跃的不告而别

这是王红旭
老师在重庆大渡
口区中小学生田
径运动会上和学
生 合 影（2012 年
10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的抉择
——追记重庆市大渡口区

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 ”

他救起两名素不相识的落水儿童，而他3岁的孩子，从此失去了父亲。
王红旭，这位不满35岁的小学体育教师，用生命诠释了师者的大爱，

他为世人上的“最后一课”是——抉择。

这是6月3日拍摄的王红旭老师送别会上的
留言。 新华社发

这是王红旭老师（右三）在重庆大渡口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和学生合
影（2012年10月26日摄）。 新华社发

这是王红旭老师在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为学生示范跳绳（2014年5月
1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