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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燕

那惊鸿一跃，让无数人的
心揪成一团

2021年6月1日，欢乐的儿童节。一天的喧
嚣散去，傍晚7点左右，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
突然传遍网络：从江岸延续到江面，十余个人手
拉着手站成一排，宛如一条长长的“链条”。“人
链”延伸入江水的那端，正在接应一场紧张救援：
一个小黑点上下浮动隐约可见——是落水者；旁
边，另一个小黑点使劲靠近他抓住他——那是第
一位施救者。生命的接力旋即开始，落水者经过
第一位施救者的全力托举，被传至另外两位施救
者，一番艰难搏击，落水者终被传送至“人链”，进
而获救。与此同时，第一位施救者在视频中的身
影时隐时现，渐渐消失……

这段用手机拍摄的短视频，画质并不清晰。
可人们急切的呼喊和真诚的祈祷清晰地令人汗
毛直立，成为画外音。

这段短视频，也是人们第一次认识王红旭的
方式。

很快，事实部分还原。人们知道了，2021年
6月1日下午约5点40分，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
码头长江有一对小兄妹意外落水，女孩5岁，男
孩6岁。险情发生时，一个小伙子第一个冲下水
救人，他与同伴先救起小女孩，来不及喘息和思
考，又奔向小男孩，与冰冷无情的凶险江水持久
搏击……从傍晚开始，网络为那个重庆汉子沸
腾，国人为那个巴渝好人点赞，万千民心牵挂着
那个热血男儿。

关于这个小伙子，人们最初仅知道他是大渡
口区的小学体育老师。而在得知这一简单信息
后，同为体育老师、也是王红旭好友的张杨却马
上有了不祥的预感。他本能地拨通了那个极熟
悉的电话号码，彩铃响起，一声，两声，三声……
旋律重复一遍又一遍，但那声亲热的“喂”始终没
有出现，直到电话自动挂断。急了眼的张杨四处
找渠道查证。

“就是王红旭，大家正在紧急搜救他……”很
快，张杨的直觉被印证。他立刻奔向江岸。

像张杨一样奔向事发地的人还有很多，亲人
朋友们与现场目击者会聚江边，一夜未眠。

他急着下水救人的时候，来不及脱下衣裤，
家里钥匙还揣在兜里呢。他哪里舍得这个家
呀！指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听，门锁转动的
声音传来，儿子小团团奶声奶气：爸爸回来了！
妻子希希怀抱着散发他身上熟悉气味的衣物，低
头啜泣，他上前温柔地唤醒她：亲爱的，我回来
了，你别哭。他微笑着，走到父母跟前：儿子回来
了，二老放心吧。

亲人朋友这样祈祷着。
“他就那么冲过去了。我一度以为，他是两

个落水小孩的父亲，但他不是，他只是个路过的
陌生人。”“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在岸边呐！”与王红
旭一样陪着孩子来过儿童节的路人们将惋惜之
语一遍遍地重复着。他的妻子大哭着往江里奔
要找回他，他的小儿子抱着崩溃的妈妈，他的老
母亲跌跌撞撞赶来，甚至难过得无力走下码头那
几级台阶……“老天有眼，让好人回来！”江岸边
的叔叔阿姨们绝望地哭喊。

那一夜，太多的牵挂，来自更多与王红旭素
昧平生的网友——

好人一定能够平安！
谢谢王老师，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世道

人心，为我们的孩子，做了一回榜样！
…………
此后的二十个小时，所有人都怀着希望，等

待着。
奇迹没有发生。6月2日下午4时许，王红

旭的遗体，在距事发地点不远的江底被发现。“他
的手臂紧紧抱在胸前，交叉着，分明是拼了命的
姿态。”看见遗体，张杨几近崩溃，“老同学深爱生
命珍惜生活，最后一刻，还在努力想要搏回一条
生路。他只有35岁呀！”

“红旭，你在哪里？红旭，你快游回来啊！”妻
子嘶喊着，想要冲向江中，幸好被人们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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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那段市民随手拍下的视频，是王红旭

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影像。
英雄的诞生，在热血沸腾的一瞬。
或许，王红旭在人们的惊呼声中飞奔入江的

一刹，除了救人没有更多想法。就像另一位救人
者、同为体育老师的许林盛所说：“看见孩子在跑
道上摔倒了，我们要做的，就是立刻冲过去看看
他有没有受伤。除此，再无其他。”

这一瞬间发生的英雄故事，在点击率不断飙
升的同时，所有与之关联的细节、点滴、场景，亦
慢慢合拢、还原，渐渐塑成一尊“时代楷模”的立
体之碑。

那十二字家规，是三代教
师对师道的坚守

这里是重庆市万州区的余家镇。那条小河
延伸得很远，像细小却绵长的血管，输送长江水，
默默滋养大片坡田土地。

绵延的小河，古朴的石跳墩，余家镇悄悄在
时代变迁中保留了自己血脉中的传统。1986年
12月6日，王红旭出生在余家镇消水村一个教师
世家，祖父母、父母、夫妻三代六人都是教师。祖
父立下家规：教良心书、教清廉书、教公平书。在
四周弥漫的书香气息中，王红旭一点点长大，初
中就离家到万州城念书。也是在初中，王红旭生
过一两次大病，从此深觉强身健体之重要，就此
爱上了体育。2004年，王红旭考入重庆师范大
学体育系体育教育专业。2009年8月，他正式
成为育才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从此育才小学有
了一位人见人爱的“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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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人静，父亲与儿子促膝长谈。父亲王平
告诫儿子，如今教学改革是教育发展方向，一定
要虚心向领导同事请教，主动学习，不断积累经
验，“更重要的是，好好待学生。你要想着，如果
我是这孩子的父亲，我该怎么做。”父亲说的话，
儿子深深记在心里。

2009年 10月，刚入职不久的王红旭突然
接到区里新教师赛课的紧急任务，并且抽到了

“快速起跑”这样一个相对枯燥难教的课题。
教学经验不足，就不断揣摩，一份教案修改十几
二十遍；普通话不够标准，仪态不太好，就对着
镜子一遍遍练习；为了让学生体会起跑一瞬间
力道迸发的感觉，拿木头自制了起跑器。最终，
王红旭拿到了二等奖。有了这次赛课经历，王
红旭在教学之路上突飞猛进。比如，他设计了
很多新颖的游戏以训练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
和协调性。在这些游戏里，老师和学生的心也
越贴越近。

体育一直是育才小学的长项，奥运冠军李雪

芮、武术世锦赛冠军汤露等运动健将都毕业于这
所小学。作为学校训练队的带队老师，王红旭并
非从一开始就得心应手。2009年区中小学生运
动会，王红旭初次出战，他带领的“乙组”遗憾地
铩羽而归。王红旭找来《体育教学》《田径训练》
等专业书籍，一边抓理论学习，一边虚心请教市
区的优秀教练员，年轻教师的训练水平逐渐提
升。执教12年，王红旭先后荣获市、区优秀教练
员称号4次，区优秀指导教师5次，所带班级多
次被评为区级、校级优秀班集体。

“危急关头，牺牲自己救人值不值得？”这样
的话题，父亲王平曾与王红旭探讨过。父亲知
道，儿子一直有颗为他人付出的热心，更何况他
现在还是一位人民教师。

“危急时候还考虑什么值不值得，救人最重
要。”儿子的回答掷地有声。

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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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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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件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铸就了英雄的
灵魂，直到他突遇危机时纵身一跃，这无畏的灵
魂瞬间奔腾而出，划过漆黑的夜空。

那个“三好男人”，温柔地
守护着身边的一切

妻子陈璐希的朋友圈，满满记载着一家三口
的幸福日常：秀恩爱、秀生活、秀现在、秀未来。

2012年7月从重庆师范大学“优招”入校的
陈璐希，教语文兼当班主任，碰巧与教体育的王
红旭搭档。那时，班里有个特别活泼好动的小罗
同学，课堂上不但自己做小动作，还把头扭来扭
去，找周围的同学说话。为不影响其他同学，陈
璐希就让小罗同学站起来。第二天放学，陈璐希
站在学校门口目送孩子跟着家长离开，小罗同学
的奶奶突然冲过来，一把抓住她，质问道：“你凭
什么让我孙子罚站？”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新老
师陈璐希尴尬难堪，手足无措。闻讯而来的王红
旭拨开人群，三言两语便化解了老人的怒气。他
把委屈得直掉泪的陈璐希拉到一边，劝慰道：“不
要难过，你要理解老人和孙子之间的‘隔代亲’。
遇见这样的事情，一定要第一时间与孩子的第一
监护人沟通。不信，你问问孩子父母，看他们知
不知道这件事。”果然，小罗同学的父母并不知晓
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更不知晓一直帮带孩子的
奶奶“找老师理论”的事情。在王红旭的提议下，
陈璐希主动加强与家长的联系沟通，获取他们的
信任，与他们一起帮助孩子转变学习态度。一个
学期之后，小罗同学的奶奶再次出现在陈璐希面
前，笑意盈盈。

他一直默默鼓励她。她要参加赛课，一遍遍
在教室里试讲，他站在教室外面听。夏夜蚊虫叮
咬，他的腿脚满是红包，她看见，嗔怪道：“怎么不
来教室里坐呀？”他答：“让你放轻松呀！”

他一直用乐观的态度感染她。他是个“多面
手”，不仅仅是体育老师，还是学校的“人事员”，
甚至做过财务工作，仿佛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
里搬。为给80岁的退休老师更改社保信息，他
一遍遍跑社保局；为帮助因摔伤行动不便的同事
办理工伤报销，他一次次上门服务；为给老师们
讲清职称申报表格的填写要求，他利用休息时间
做PPT……

得知璐希怀上了孩子，王红旭在医院走廊里
蹲下来，哭了，激动地哭了。

团团在妈妈肚子里，他就开始给孩子写日
记。他买来胎心检测仪，隔着妈妈的大肚子，听
孩子咚咚咚的心跳声。

孩子出生了，他照顾陪伴，给孩子冲奶粉，教
孩子说话走路，带孩子玩耍。团团喜欢看爸爸戴
着手指玩偶演戏说话，爸爸便给他整整表演了两
个小时。相册里，父子亲密相处的画面随处可
见，爸爸喜欢把团团背在背上，抱在怀里——在
动物园的亲子空间，爸爸一只手臂抱起小团团，
另一只手臂张开，五只小鸟便依次在爸爸的手臂
上落定，团团高兴得咯咯直笑。

当了父亲，更能体会一个父亲的真实心境，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关键时刻作出属于父亲
的选择。

有一阵，下午放学后一直有个小姑娘默默坐
在操场边，看着训练场上生龙活虎的同学们。她
的眉头微微皱起，眼睛透露出的却是向往与羡
慕。

小姑娘叫谢林巧，刚读小学三年级。她是王
红旭一眼看中的短跑好苗子，当初第一次看她跑
50米，王老师便翘起大拇指夸她“节奏好”，并且
立刻让她参加训练队进行专门训练。谢林巧热
爱体育，训练成绩突飞猛进。但三年级开学不
久，妈妈担心影响学习成绩，强行要求女儿中断
了训练。

小女孩的心事，在训练场忙碌的王红旭瞥上
一眼便都知晓了。他走到静默坐着的谢林巧身
边，微笑着，请她来给自己这个教练员当“小助
教”。回到熟悉的训练场，小小的谢林巧迅速恢
复了活力。她鼓足勇气，对王红旭讲出心愿：“王
老师，我还是想回队里参加训练。”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专业运动员，愿意吃
下训练的苦，那我去说服你妈妈。”王红旭弯腰，
望着谢林巧稚嫩的小脸，向她保证，“这件事包在
我身上。”

王红旭找到谢林巧的妈妈，告诉她，小谢同
学是个很有短跑天赋的孩子，并且发自内心喜欢
这项运动，如果让她坚持训练，假以时日，一定能
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王红旭还对谢妈妈说，放
心，我一定好好监督您的女儿，让她学习训练两

不误。谢妈妈终于点头同意了。
谢林巧到底没有让王老师和妈妈失望。小

学四年级，进了区里的田径训练队。2016年，在
重庆市第五届运动会上，12岁的谢林巧获得女
子100米跑、200米跑“双料冠军”，初中毕业后，
考入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巴蜀中学。

虽说，王老师永远一副暖洋洋的笑模样，说
话率真又幽默，手中常常提着装满小食品的购物
袋——那是给队员们的奖励。但在训练场上，他
较起真来，大家还是怕的。有回跑50米，谢林巧
离训练标准差0.02秒，王老师虎着脸硬让她跑
到达标为止。那天，谢林巧一连跑了十次，最后
大哭着达了标。“看，哭了才能突破极限嘛！”王老
师在一旁咧着嘴大笑。

王红旭于学生，亦师亦父亦友。

那一枝枝白菊，寄托着对
师者的感谢、对英雄的敬仰

几天后的清晨，人们送别英雄王红旭。
渝警骁骑开道，灵车从大渡口区宝山堂出

发——前一天，即将读高三的谢林巧和部分队友
在那里向恩师告别，并许下心愿：

王老师，谢谢您让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以后，我们也要当体育老师，当一个仁义、大爱、
无畏的好老师。

灵车途经长长的钢花路，闻讯而来的市民
站在路边，垂泪为王红旭送行。尽管，他们与
他素昧平生。灵车过处，车辆停驻让行，鸣笛
致哀。

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需要英雄，英雄就在身
边！

灵车驶向育才小学建设村校区外的主干道，
师者王红旭将与朝夕相处的师生们告别。

老师和孩子们早已列队在校门前的人行道
上等候了。这支队伍里，还有自发赶来的校工
们，他们忘不了，那个经过花园向他们问好的王
老师，那个在食堂打饭夸赞菜香的王老师。

更醒目的，是一支支白菊，学生们手中那散
发着幽香的白菊。孩子们用零花钱买下的白菊，
寄托着沉甸甸的哀思和感谢。

这些学生，有的熟识王老师——四年级的马
越还记得第一次足球课的情形，也常常听见学校
广播通知“请王红旭老师到体育场”，然后看见一
个飞奔的背影。或许，那天他飞奔到江水中，留
给大家的也是这样一个背影吧。

有的或许没有上过王老师的课，只是在操场
上见过他——谢谢我并不熟悉的王老师，谢谢您
用宝贵的生命，为我们上了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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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旭被确定为入党积极

分子。
如今，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被评定为烈

士。
“一个时代，只有英雄横空，才能奏响划时代

的共鸣。英雄事迹为人所敬仰，英雄精神为人所
效仿。王红旭老师以无疆大爱，生动地诠释了

‘爱满天下’的真谛和内涵，他是家人的骄傲，育
才的骄傲，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骄傲，他永远在我
们心中！”育才小学校长含泪总结。

2021年9月16日，父亲王平代替儿子站在
了“时代楷模”的发布仪式现场。沉浸在巨大悲
恸中的父亲明白，这是人们对正义和大爱的郑
重褒扬，儿子用自己的义举，点亮了无数的心
灯。

团团常常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妈妈告诉团团，爸爸化作了天上的星星，你想爸
爸，就往天上看，最亮的那颗就是他。

幼小的孩子信了。好呀，妈妈，我长大要去
开飞机，这样就能离爸爸更近些。

陈璐希一直默默收集与王红旭相关的各种
新闻资料，也把朋友圈所有图片归档，“等到团团
长大，我会告诉他关于红旭的一切。最重要的，
我要让团团明白，什么是‘爸爸’。”

师之楷模，德耀巴渝。恢复了往日平静的长
江，粼粼波光折射，点点金光闪耀。旭日初升之
时，人们不会忘记那个义无反顾的身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原载于2021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

湍急江流中，一位教师的“最后一课”

王红旭老师生前照。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供图） 湍急的江水中，十几位市民手挽着手组成的救命“人链”，感动了无数网友。 （视频截图）

稳政策、强技能、促就业、推发展

彭水巩固就业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2021年，彭水把促进就业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头等大事，靶向施策、精准发
力，通过各类就业帮扶措施和落实就
业创业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实现全县
脱贫人口务工就业5.03万人，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规模高于去年。

加大政策支持
创新优化就业服务

今年 1-12月，彭水就业形势总
体稳定、稳中向好，全县城镇新增就
业超额完成市上下达的全年目标任
务数。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各项就
业政策的大力支持。

今年，彭水聚焦城乡劳动力、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
困难群众，结合“春风行动”“就业援
助月”“民营企业招聘周”“东西部劳

务对接”等活动，积极搭建就业供需
平台，精准帮扶，确保有劳动能力、有
就业意愿的群众充分就业，实现稳定
增收。

目前，彭水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会15场，为各类用工企业进行招聘，
提供管理工、普工、技术工、家政、服务
业等各类工作岗位帮助求职人员实现
就业。

同时，将脱贫人员创业贷款金额
提升至20万元，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
力度，助力就业增收。目前彭水已为
脱贫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15万
元，帮助脱贫人员成功实现创业。

做好就业工作，政策既是基础，也
是坚实“后盾”。

2021年，彭水积极打通政策落实
的“最后一公里”，健全完善用工信息
平台，及时发布岗位信息，开展送岗上
门服务，为脱贫人员、低收入人员等提
供就业信息服务。

目前，彭水已多方收集县内外用
工岗位信息5万余条，通过广播电视、
网络平台、手机短信、带岗直播、微信
公众号、抖音、宣传单等进行宣传推
送，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同时，在全市率先制定就业帮扶
基地创建优惠政策，加大政策落实力
度，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基地
创建工作，目前已创建乡村振兴就业
帮扶基地5个，吸引各类人员就业155
人，其中带动脱贫人员就业98人。

加强精准帮扶
促进困难群体就业

目前，彭水县脱贫人员就业50300
人，就业规模高于去年，其中易地搬迁
人员就业6545人。

莲花村是彭水12个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之一，在政府的帮助下，
王胜权和老伴搬进莲花村，住进新房
子。

“如今我们两口子都在食用菌就
业扶贫车间‘上班’，一个月有2000多
元的收入。”说起如今的生活，王胜权
言语间满满的幸福感。

像王胜权这样通过稳定就业实现
增收的在彭水还有很多。

近年来，彭水县人社局把促进
就业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点工作，通过延
续和完善支持扶贫车间的优惠政
策，保持创建的就业扶贫车间运行
正常，有效带动脱贫人员就业。

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
能培训是稳定就业的关键。

近年来，彭水进一步拓宽失业待
业、贫困劳动力就业渠道，大力加强技
能培训，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职业
技能培训，着力提升该类人员的劳动
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

截至目前，彭水县人社局组织完
成技能培训5322人次，完成目标任务

的130.5%。培训的主要专业有重庆
火锅调味、中式面点师、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美容师、农村适用技术等，
确保有培训意愿的脱贫人口应训尽
训。

深化渝鲁协作
扩大就业渠道

2021年，彭水深入落实鲁渝劳务
协作，实现农村劳动力553人就业，完
成市里下达任务315人的289.6%，其
中脱贫人口就业数391人，完成市里下
达任务135人的289.6%。

如此佳绩，彭水是如何做到的？
近年来，彭水持续认真开展东西

部劳务协作工作，聚焦健全农村劳动
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体制和工作体
系，深化劳务协作机制，全面落实就业
政策，增强就业脱贫稳定性。

首先，进一步加强与山东人社部门
衔接，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并加大组

织输出，落实稳岗政策。目前，已帮助
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321人，其中脱贫
人口就业数182人。

其次，加强鲁渝技能培训，提升就
业能力。

7月22日，2021年鲁渝协作非遗
技艺“彭水苗绣”培训班在鹿鸣乡开班，
全乡5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学手艺。

近年来，彭水紧扣传承、开发利用
彭水苗绣，助力乡村振兴这一宗旨，组
织当地留守妇女和困难群众学习苗绣
技艺，并以订单式生产方式促进他们创
业增收。

下一步，彭水将充分发挥人社职能
优势，保持现有就业创业帮扶政策、资
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不变，强化就业
帮扶、强化职业技能提升，进一步促进
就业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何建设 吴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