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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对 话
王朴中学老校长对话现任校长——

“烈士当年不怕死，今人更应不服输！”

传 承
谈信仰

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学校，不算太多。
王朴中学就是其中之一。

庄严的王朴雕塑，展现王朴生平的大
型浮雕墙，火焰般的钢雕，以兰骏、志达、傲
梅等命名的楼栋……走进王朴中学，扑面
而来的是浓浓的革命气息。

今年76岁的王远伟动情地说，一位目
睹了王朴烈士就义过程的同乡告诉他，王
朴被捕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被绑在囚
车上还一直高呼“共产党万岁”，让他深感
震撼。

“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为了人
民，他们可以牺牲一切。”革命火种从小就
在王远伟的心中扎下了根。

1977年2月，身处农村的王远伟参加
工作。他从代课教师干起，然后当民办教
师，再到担任静观区中学（现王朴中学前
身）教导处主任、校长，一步一个脚印。至
今，王朴中学的很多师生都感谢他当年栉
风沐雨，克服重重困难，为学校发展奔忙不
停。

“那些年，学校办学条件很艰苦，很多
事情都需要您亲力亲为。您一直负重前
行，努力开拓，从不退缩。我很想知道，让
您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动力是什么？”李忠良
问老校长。

“是信仰！”王远伟说，心中有信仰，就
会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就像

王朴烈士那样。
在王远伟看来，王朴的家庭在当时是

江北县、巴县一带的巨富，作为一个公子
哥儿，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地过一生。“但
是，他为了信仰，放弃优渥的生活，加入共
产党干革命。又变卖万贯家产，支持革
命，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让后世永远
铭记。”

不仅仅是老校长，作为土生土长的静
观人，李忠良也是从小听着王朴烈士的英
雄故事长大的。

李忠良在村里读小学期间，一个清明
节，八九岁的李忠良跟老师和同学们到王
朴烈士纪念馆祭扫。他清楚记得，当时，自

己打着光脚丫，当着几十个同学的面谈自
己的感受，并表达了为祖国繁荣富强努力
学习的志向。

当然，谁也没料到，当年那个小毛孩，
后来成为了王朴中学的第九任校长。

“从小受革命精神的熏陶，我从参加工
作第一年起，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连续写
了六年，最终被吸收入党。”李忠良说，入
党，是自己人生的正确抉择。

“烈士当年不怕死，今人更应不服输！”
两位校长认为，王朴烈士身上体现出的红
岩精神，已植入王朴中学每位师生的基因，
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学校师生永不服
输、勇毅前行。

北碚静观，人文厚重，人才辈出。75年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

要，王朴（原名王兰骏）在母亲金永华的支持下，变卖万贯家产，接办志达中

学，方便安排更多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参加革命工作。后因叛徒出卖，王朴

被捕，在解放前夕壮烈牺牲，时年28岁。

解放后，志达中学几经合并、更名。2003年，为纪念王朴这位红岩先

烈，学校更名为重庆市北碚区王朴中学校。

12月20日上午，王朴中学。学校第六任、第九任校长坐到了一起。

老校长自小追求进步，爱党爱国，矢志不渝，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和团队为

国家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奠定了王朴中学如今的模样；现任校长努力继

承烈士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每天“像打了鸡血般”地工作，让王朴中学越办

越好。

“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是我们的使命。”两位校长说，王朴牺牲前，希

望把这个学校一直办下去。“如今，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人民越来越幸

福，学校越来越好，这盛世已如他所愿。”

“王校长，是您当年奠定了学校现在的
模样，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谈到
学校的发展时，李忠良对老校长表示感谢。

王远伟忘不了昔日筚路蓝缕的岁月。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物资匮乏，学校办学
条件极差。遇到教师工资发放困难，他就
四处“化缘”；听说城里哪里有中学要淘汰
旧桌椅，他就“厚起脸皮”去要；学校搞建
设，为节约钱，劳力就靠他带着老师和学生
热火朝天地干……

王远伟当校长时，还兼任物理老师。
当时，学校有栋老木楼，二三十年不曾翻
修，里面的电线老化，有火灾隐患。为保护
校园和师生安全，一个夏天，王远伟自当电

工，花了一周多时间对线路进行清理、维
护。“每天下来，全身都是灰，累得话都说不
出。”

王远伟认为，作为校长，要把责任扛在
肩上，凡事应当带头干，作好表率。

老校长身上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李忠
良身上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每
天，李忠良都很早来到学校，很晚才下班。
周末的大部分时间，李忠良也几乎都在学
校，忙着处理教学、管理方面的事情。

为了帮助师生解决急难愁盼的事情，
李忠良在学校设立校长信箱，收集大家意
见和建议。“最开始的时候，每周收到100
多封信，对信中提到的事情，我都一一回

复。”他说。
王远伟边听边点头，赞赏这一做法。
目前，该校有2000多名学生。为让同

学们快乐、健康成长，李忠良把他们视作自
己的孩子，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帮
助，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高2020级学生小刘，家住北碚区静观
镇九堰村，属建卡贫困户。李忠良对这个
孩子特别关注，多次带着学校的党员干部、
班主任入户家访。

原来，小刘跟着养父母生活，养父不幸
患癌症去世，家里就只剩她与养母相依为
命。小刘家房屋年久失修，屋内水电线路
出问题，昏暗无光，地面潮湿。李忠良带上

水电工，现场解决问题。他还与村里、镇上
协调，帮助小刘家解决生活实际困难。

在校期间，李忠良时常去看小刘，鼓励
她努力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在大家的
帮助下，小刘学习成绩不断进步，考上了师
范院校。小刘说，今后，她会将爱心传递下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让他们的生
命中多一些光明和温暖。

“这是革命烈士创办的学校。在王朴
中学当校长，本身就肩负着很重的责任。”
采访中，老师们告诉记者，从学校的第一任
校长王朴算起，继任的每一位校长，在工作
岗位上无不是兢兢业业，舍小家顾大家。

“这跟我们学校的优良传统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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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我被捕了，要放出和平空气，掩
护学校，保护同志。学校一定要办下去，这
是命根子……”王朴被捕前，念念不忘对母
亲金永华说。

这番话，让接任的王朴中学每一位校
长，深感使命重大。“办好王朴中学”成为大
家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在王远伟当校长那些年，乡镇中学的
教学质量非常薄弱，初中毕业要考上中专、
中师，高中毕业要考上大学，都不容易。

为改变现状，王远伟在优化课程设置、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的同时，还想了不少办
法。

“当时，我四处筹款，东拼西凑，给每个

班上买了一台电视机，好让同学们每晚能
够收看新闻联播。”王远伟回忆。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就是老校长买电
视的初衷。

这让同学们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
每天都了解国家的进步、国家的需求，进而
培养爱国爱家的情感。

不仅如此，王远伟还放弃周末休息时
间，为学生义务补课，提高学习成绩。

通过努力，学校的教学水平迅速上了
一个台阶，不仅在北碚有影响力，在全市也
小有名气。

而自李忠良主持学校工作以来，通过

励精图治，加强硬件、软件建设，学校得到
新的提升：被教育部命名为“首批全国乡
村温馨校园”“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被市委、市政府命
名为“拥军优属模范单位”，学校党委被市
教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学校代管的
王朴烈士陵园被评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王朴中学的师
生追求进步、向上向善的风气日益浓厚。
最近二三十年，学校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邹才能、“重庆市见义勇为好少年”潘先
登、“全国美德好少年”谈莉、“全国新时代
好少年”周茂娇、“重庆市科技创新市长

奖”获得者黄巧玲等杰出学子，以及优秀
教师——“重庆向上向善好青年”卢秋玲。

“校长不辱使命、老师不辱使命、学生
不辱使命，王朴中学成为一所正气充盈、红
心向党的学校。我们为她感到骄傲！”李忠
良说。

对话结束前，两位校长去了一趟王朴
烈士陵园，瞻仰先烈。临行前，王远伟拜托
李忠良：“希望继续努力，把家乡的学校越
办越好，让乡亲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为祖国
多培养人才。”

“那肯定是义不容辞的事。不把学校
办好，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烈士。”李忠良答
道。

王远伟：心中有信仰，就会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
李忠良：受革命精神熏陶，工作第一年就写入党申请书。入党，是自己人生的正确抉择

王远伟：作为校长，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凡事应当带头干，作好表率
李忠良：几乎每天都很早到学校，很晚才下班，周末大部分时间也在学校忙讲情怀

王远伟：提升学校教学水平，为祖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李忠良：不把学校办好，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烈士话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路。

“大力弘扬红岩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在要求，能够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力量源泉，为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李忠良认为，这是
弘扬红岩精神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当年，学校将静观区中学改为王朴中
学，也有深意——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让师生明白学校的根和魂，让学生进校成为好学生，
回家成为好孩子，进入社会成为好公民。

然而，在传扬红岩精神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困
惑。

“奋斗是为了过上好生活。当年，王朴已是富家
子弟，他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去浴血奋斗？”“当
时，那么多人营救他，他为啥不改志向，而是选择了
英勇赴死？”

李忠良任王朴中学校长不久，一位同学问了这
样两个问题。

思索了一阵，他告诉这位同学：“他个人很幸福，
但为了让天下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日子，他选择了
去奋斗；他不怕死，是因为心中有信仰。”

事后，他觉得这种回答还不够。“应当融入新的
时代元素，以鲜活生动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
育。”

随后，他组织老师，对王朴烈士的英雄事迹进行
话剧创作。

不久，学校自编自演的话剧《信仰的力量》在学
校公演，引发广大师生共鸣。老师和同学们流着热
泪看演出，内心深受教育。

李忠良说，为了继承革命遗志，每位教师党员志
愿者、每个班“小红人”团队中的学生，每学期都有两
天在王朴烈士陵园开展接待、讲解等志愿服务。老
师入职、入党，初一新生、高一新生入校，都会在烈士
陵园举行仪式，接受精神洗礼。12月16日，高一家
长会也在陵园举行，学生和家长代表还发了言。

李忠良说，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校前
后接待了数万名前来接受党性教育的党员干部。

目前，王朴中学正着力打造以“红色铸魂、绿色
筑梦、金色成长”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按照规划，王
朴中学和校园围墙外的烈士陵园将连成一片，以打
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校园样板。下一步，学校将深入
挖掘王朴烈士的精神内涵及其蕴含的家国情怀，把
红色资源更好地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课程资源。

“接力棒已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我们将不辱
使命，努力让王朴中学越来越好。”李忠良说。

李忠良：

注入时代元素
让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王远伟的年龄比李忠良大两轮。谈及往事，这
位谦逊的老人不胜唏嘘。

他的经历，甚至可以用坎坷来形容。
最初，王远伟和父母生活在静观农村，后来随做

生意的父母到市中区（今渝中区）朝天门生活。上世
纪50年代，王远伟全家又回到静观农村当农民。

王远伟从小聪颖好学，在初中时数学、物理成绩
特别优秀，人称“王博士”。后来，他报考清华大学，
因家庭出身原因，未被录取。

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
王远伟说，自己从小就看《岳飞传》《杨家将》这

些书籍，受到浓厚的爱国情感的熏陶。儿时听到王
朴烈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故事，更让他感受到了
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王朴母亲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他：解放后，金
永华拒绝接受共产党归还当年支持革命的巨额财
产，并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
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
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
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
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金永华在
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更是让王远伟看到了信
仰的光芒。

“那时看电影，凡是看到很英勇、不怕牺牲、为老
百姓全心全意服务的，我想他（她）一定是一名共产
党员。”

他说，自己从小就相信共产党。从农村出来，自
己一步步成长，都是党给的机会，党培育的结果。参
加工作后，他主动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了一名共产党
员。

“党给了我这么多，我心存感恩，没有理由不好
好工作。”他说，“共产党，让我走对了路。”

王远伟：

党给了我这么多
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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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建党精神”·永远的红岩③

王远伟：重庆市北碚区王朴
中学校第六任校长。出生于
1945年，北碚区静观镇人。1977
年 2 月参加工作；1984 年 7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9月任静
观区中学（现王朴中学）教导处
主任。1983年9月任该校校长。
2005年退休。

李忠良：重庆市北碚区王朴
中学校第九任校长。出生于
1969年，北碚区静观镇人。1991
年6月参加工作，1996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17 年 1 月至
2020年2月，任王朴中学副校长、
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2020
年2月至今，任王朴中学校长、党
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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