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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过年的，民警们连饭都没
吃一直挨家挨户找……”2月21日，
一位市民将一面写着“为民解忧办
实事，热情服务暖人心”的鲜红锦旗
送进合川区公安局钱塘派出所中，
感谢民警找回了自己的家人。

事情要从大年初四（2月13日）
说起，家住合川区双凤镇的杨女士
到双凤派出所报警，称自己70多岁
的老母亲秦婆婆于昨日走失。“老人
平时喜欢到处逛，但都没出过村，这
回家里人都找了一天了！”大过年
的，想到老母亲这么大年龄，在外头
下落不明，杨女士和家人急得水米
未进……

随后，双凤派出所民警在简单

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以杨女士家
为中心，兵分多路开始寻人工作。

而在另一边，刚顺利处置完一
起警情的钱塘派出所民警邹福林和
辅警张超超正准备回单位却听到辖
区村民说“警察同志，我看到个穿红
衣服的老婆婆，不是我们村的，感觉
像是走丢了……”邹福林瞬间对接
上了双凤镇人员走失警情。

在和双凤派出所民警沟通后，
邹福林才发现，辖区群众所说的地
方，距离秦婆婆的家足足有40多公
里，“这么远的路，70岁的老人咋走
下来的？会不会是弄错了？”邹福林
仔细向群众核对外貌特征，都和秦
婆婆家人所说一致。“不管了，我们

先找人！”打定主意，邹福林二人开
始“地毯式”推进寻人，一路通过询
问周边群众获取线索，好在春节期
间，村村户户人不少，见人就问，循
迹寻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晚6时许，
邹福林通过辖区村民反馈得知红衣
老人出现在附近某村办酒席的院坝
中！“赶紧走，去晚了老人怕又走
了！”得知确切线索，苦寻四个小时
的邹福林二人兴奋不已，立即驱车
赶往。五分钟后，民警终于在人群
中见到了和走失老人外貌一致的身
影。紧接着，走失者家属赶到现场，
确认其正是走失的秦婆婆。

据秦婆婆家人称，老人患有老

年痴呆，不愿与人交流，无手机，走失
后已失联20多个小时，家人在双凤
及周边查找多时，却没想到秦婆婆竟
然步行40余公里到达了钱塘辖区。

合川公安提醒：针对老人走失
问题，民警提醒广大群众多关注家
中老人的动态，外出时为老人做好
御寒准备，并尽量陪同；家中如有年
迈或身体欠佳的老人，儿女切记要
看护好，尽量避免他们独自外出，如
果外出，请给他们制作防走失信息
牌，写上姓名、住址、亲属联系电话
等信息；可为老人佩戴防走失手环
之类的穿戴设备，确保能够随时寻
找到老人的位置。一旦发现有老人
走失，可随时向警方进行求助。

失联20余小时 40公里外民警寻回七旬老人
○记者 张敏

本报讯（记者 张敏 摄影报道）
“加油，加油，坚持住！”2 月 26 日清
晨5时30分左右，伴着阵阵寒风，漆
黑一片的涪滨路江边上演着一场惊
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一名年轻女子
跳江轻生，两名热心市民争分夺秒
地展开合力救援，一人在岸上拉住
救生绳，一人在江里拼命托住轻生
女子，情况十分紧急！

清晨的涪江边何以上演如此激
烈的一幕？据在岸上救援的热心市
民唐维洪介绍，他平时喜欢钓鱼，当
天清晨 5 时 30 分左右，他拿着钓鱼
工具刚来到江边，就看到一位穿着
白色羽绒服，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
站在江边护栏上，他被吓了一跳，随
即反应过来这名女子可能是想轻
生。唐维洪赶紧上前安慰女子，女
子疑因感情矛盾而悲痛欲绝，眼看
就要往江里跳，唐维洪急忙拉住女
子衣服上的帽子，但女子用力挣扎
最终还是纵身跳了下去。唐维洪连
忙解开江边的一个救生圈扔到女子
身边，并拨打 110，然后高声呼救。
女子并没有接住救生圈，铁了心要
随波而去。

离唐维洪50米之外的另一名钓
鱼爱好者李林海闻讯赶来，此时，女
子已漂移到离岸边10米远，其白色
羽绒服正慢慢下沉。时间紧迫，李林
海没有丝毫犹豫便脱下外套、放下手
机，快速系上安全绳和救生圈后就从

高高的石栏上飞身跳入水中，唐维洪
则在岸上死死拉住安全绳配合营救，
不断给李林海加油打气。

江水寒冷刺骨，李林海仍奋力
游向落水女子。女子衣着厚实又极
度不愿配合，救援实施起来格外困
难，李林海拉住女子的手，身体一度
冻僵的他感觉体力不支精疲力竭，
幸亏岸上的唐维洪一直拉着安全
绳。李林海咬牙坚持，使出全身力
气托着女子的脖子不让其下沉。僵
持了10多分钟后，水上派出所一艘
救援快艇赶来，将李林海和女子从
刺骨的江水中救上了岸。随后，女

子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营救女子的过程中，李林海的

一副眼镜掉到了江里。上岸后，他
全身湿透，冻得浑身发抖，大口大口
地喘着粗气。民警让他坐到警车
里，开上暖气，过了许久其身体才恢
复知觉。

据了解，唐维洪是一名自由职
业者，经营着一家五金小店，为人诚
信，口碑极好。李林海是合瑞公司
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平时工作认真
负责，乐于助人。因救援过程中受
冻严重，李林海得了重感冒，全身酸
痛无力，原本计划当天下午上班的

他不得不请人代班。
当天，女子获救后，得到消息匆

忙赶来的女子家属对唐维洪和李林
海冒着严寒英勇救人的行为连连道
谢。“这只是一件小事，多数人遇到
这样的情况都会给予帮助，能救下
落水者我们也很开心！”唐维洪、李
林海说。

2 月 27 日，此事经区融媒体中
心微信公众号合川发布、今日合川
网、今日合川 APP 等全媒体平台进
行报道后，被广泛传播，市民纷纷为
两人见义勇为的行为点赞。

李林海跳江救人后患上重感
冒，在家休息。2月28日，区道路运
输事务中心、合瑞公司相关负责人
去到李林海家中看望慰问他，为他
送去牛奶、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

“如果再碰见这样的事，我还会
义无反顾地跳下去。”李林海说，他
的同事、家人及亲戚朋友知道此事
后，都为他们点赞，更为他们骄傲，
而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想
到受到了这么多的鼓励，他将继续
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见
义勇为精神。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李林海
不顾个人安危勇救轻生女子的义
举值得赞扬，我们单位已号召全体
员工向他学习。”合瑞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生死营救！两男子见义勇为温暖合川

本报讯（记者 黄盛）近日，合川区
李琴名家工作室成立暨授牌仪式在合
川区新华幼儿园举行。该名家工作室
的成立将为助力全区构建高质量学前
教育体系，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授牌仪式现场，区教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合川区李琴名家工作室的成
立将为全区学前教育发展搭建一个更
加广阔的平台，希望合川区李琴名家
工作室更好发挥示范引领和传帮带作
用，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到学前教育中
来，共担教育科研任务、共享教育改革
成果、共促教育品质提升，为我区培养
更多优秀教育人才，切实推动全区学
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李琴名家工作室负责人表示，
将加强与新华幼儿园等区内优秀幼

儿园交流与合作，围绕园所文化、管
理变革、课程体系、教师发展等问题
开展系统探讨，共建优质示范园所；
将办园理念、规划发展、营造文化、
引领教师等专业融会贯通，在管理
实践中对学前教育积极回应、聚力
深耕、改革创新，共同推动合川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合川区李琴名家工作室
特邀教育部首期领航名园长、教育部
领军教师项目和“双名”工程项目实践
导师、海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硕
士生导师、正高级教师、海南省特级教
师、海南省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支部
书记、园长李琴担任工作室主持人。
工作室成立后将在理论学习、课题研
究、教师队伍培养、名园共建等方面加
强交流合作。

合川区李琴名家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灿）“同学们，不
要害怕，压低身子，匀速往前滑……”2
月27日上午，记者在区特殊教育学校
看到，十余名学生穿着轮滑鞋、戴着护
具，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抓紧时间训练，
迎接即将到来的市七届残运会。

据了解，区特殊教育学校特奥轮
滑队共有14名队员，学校将在其中挑

选 6 名队员参加市七届残运会。“我
们从上学期开始进行训练，每周会训
练 3 到 4 次，每次 1 个多小时，学生们
都非常认真，训练效果也不错。”区特
殊教育学校特奥轮滑队教练周皓告
诉记者。

接下来，区特殊教育学校将继
续结合特殊孩子的身心特点，制定
科学适宜的训练方法，激发孩子的
训练兴趣，培养孩子的个性特长，让
孩子们在训练中康复、在康复中成
长，争取在市七届残运会中取得优
异成绩。

区特殊教育学校运动员
积极备战市七届残运会

（上接2月19日3版）
接着，邓颖超上台讲话。主要讲了周恩来1939年7月

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因治疗效果不好于9月去苏联莫
斯科治疗，她陪同前去。在苏联，她参观了一些工厂，了解
到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她还分享了在国际儿童院看望
中国孩子们的情况和见到的苏联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讲
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勉励同学们“你们是国家
的主人，你们要加倍努力学好本领，将来有很多很重大的
工作要你们去担当，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
望!”邓颖超的讲话虽然简短却激动人心，给了同学们极大
的鼓舞。

24 日晚上，在“逸少斋”（陶行知先生的工作室兼住
室，是一排三间草房，位置在古圣寺外的荷花池畔）中间那
间大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他们是育才学校的全部教师
和部分学生代表，还有住在附近回龙寺的“益州剧团”成
员。针对大家忧虑着抗日的前途，担心全国的统一战线还
能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周恩来从国际形势分析到国内形
势，指出：“我们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到底的，坚决团结
一切抗日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当前就是必
须像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反对投降活动，打击国民党里的
投降派。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必定能粉碎投降的逆流。”他
的话像一道电光，冲开了浓雾，大家心里顿时亮堂起来。
这时，有人问，那我们该怎么斗争呢？周恩来说：“斗争的
形式很多，根本一条是发动群众。在座的各位，有不少是
教书的，有的搞戏剧，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我看通过音
乐演奏、绘画展览、戏剧演出，都可以表现坚持抗日，反对
投降。都是有力的武器嘛！重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同反动派斗争，揭露他们的阴谋，发动
群众，坚持全面抗战。至于有些同志愿意去敌后根据地，我们很欢迎。
我们的根据地，目前物质条件是艰苦一点。但是，那里没有失业的威胁，
肚子可以吃得饱饱的，衣服能穿得暖暖的。”周恩来意味深长、幽默风趣
的话语，一下子把大家乐得笑起来！听了他的讲话，大家精神振奋，豁然
开朗。以后，便陆续有人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25日上午，周恩来、邓颖超一行来到学校礼堂侧的办公室兼接待室，
同学们一下子拥了进去，请周伯伯、邓妈妈题字留念。周恩来在孩子们
的题词本子上写上了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邓颖超写的是：“未来
是属于孩子们的。”极大地鼓舞了师生们的革命意志。

当天上午离校前，周恩来还找了学校部分党员负责人谈话，研究和
安排应变计划，布置如何转移的准备工作。按照指示，育才学校党支部
不但转移了部分教师，还转移了部分学生，一些烈士子女被转移去了延
安。当时，周恩来、邓颖超还特别关心在此读书的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
子李远芃（即李鹏）的生活学习情况。10月，李远芃就从育才学校撤到南
方局，后被南方局转移去了延安。他们还了解到育才学校经费困难，师
生健康状况欠佳。返回重庆后，立即指示南方局捐出400元钱，特别注明
捐助购买运动器具之用，供孩子们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从此，育才学校
有了篮球场，有了秋千架，有了单双杠，有了露天舞台。

此后，周恩来与育才学校师生还有过多次接触，在困境中挣扎的育
才学校也多次得到过他的帮助。他殷切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给育
才学校师生增添了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力量。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重庆市
合川区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编，杨成术、陈莉编著《抗战中的育才学校》；
合川区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育才学校》；邓菱《永恒的纪念——育才学
生怀念周总理》；秦玉声《育才学校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忆周恩来、邓
颖超两先生来到育才》；杨联欧、石费思《周恩来与合川育才学校》；沙汀

《我与育才》；林之晨《周恩来艰难岁月的北碚之行》；徐明聪《陶行知与周
恩来》。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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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合
川峡砚代表性传承人张礼雄收到
好消息，其创作的峡砚作品“枯木
逢春”获得了“巴渝工匠”杯重庆市
首届珠宝玉石首饰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工艺品雕刻（玉雕）赛项职工组
二等奖。

谈到此次获奖，张礼雄难掩喜
悦之情，“这个奖项将激励我继续
学习、不断创新，在传承发扬合川
峡 砚 制 作 技 艺 的 道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土生土长”的合川峡砚

作为 合 川“ 土 生 土 长 ”的 独
特技艺，合川峡砚的制作历史可
以追溯至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
术 兴 盛 的 宋 代 。 合 川 作 为 嘉 陵
江 水 陆 要 道 ，商 贾 云 集 ，商 业 的
发 达 促 进 了 峡 砚 的 生 产 与 流
通。经历朝代更迭，峡砚的制作
曾一度停滞，直到民国初才渐渐
稳定。

除由合川民众创造外，合川
峡 砚 身 上 的“ 合 川 基 因 ”还 有 不
少。最关键的制作原材料——峡
砚石材便分布在合川草街街道麻
柳村（磨刀溪）后山一带，又名“墨
玉石”。与其他石材相比，墨玉石
细腻温润，材质软硬适中，色泽淡
雅，磨墨快速、不损笔锋，做成砚
台后，砚中蓄水数日不干、储墨不
腐，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是巴渝
三大名砚之一。

坚持创新 不断精进制作技艺

说起张礼雄和合川峡砚的故
事，则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做过
一段时间木匠的张礼雄来到姐夫周
捷的工厂担任漆工。业余时间，他
看着厂里的雕刻工人雕花雕龙，自
己也边看边学，自学雕刻技艺。

“姐夫学习过峡砚制作，他雕刻
的峡砚更美更精致，因此我产生了
向他学习的念头。”于是，“姐夫”成
了“师傅”，张礼雄跟着周捷正式学
习制作峡砚。为了精进技艺，学习
之余，张礼雄四处寻找雕刻花样学
习，翻阅淘来的旧书旧画册还不够，
他还专门买了一台电脑，学会了上
网浏览各类雕梁画栋、花鸟鱼虫图
样，再细细临摹，融会贯通，不断充
实自己雕刻峡砚的“素材库”。

正是这份常年的积累，如今的
张礼雄从青涩地模仿他人作品的

“初学者”，成长为能按照原石形状，

根据脉络走向设计雕刻花样的“非
遗传承人”。

为更好地传承弘扬合川峡砚制
作技艺，张礼雄还积极思考如何让
合川峡砚呈现更多“亮色”。为此，
他和姐夫周捷有时间就去山上寻找
新石材。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 年
前后，在合川盐井，张礼雄找到了色
彩艳丽，质地同样细腻的石材，并将
其称为“红绫石”。张礼雄介绍，红
绫石相较墨玉石更坚硬，但也能制
作砚台，而且色彩艳丽，受到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

加入传习所 更好传承非遗项目

2017 年，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合川峡砚代表性传承人后，张
礼雄更觉肩上担子重了。“作为非遗
传承人，也是合川峡砚的制作者，我
们要传承好、弘扬好合川峡砚制作
技艺，让更多人了解学习我们合川

本土的技艺。”张礼雄说。
在众多合川峡砚制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沉寂一时的合川峡砚行业
协会“重振旗鼓”。2023 年，该协会
在文峰古街开设了峡砚非遗馆技能
大师免费带徒传习场所，对合川峡
砚制作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前去观
摩、学习。“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在那
里教授制作技艺。”张礼雄介绍，自
从传习所开设后，他已经收了七八
个徒弟了，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
还有个小学生。“看到大家喜欢合川
峡砚，我们也倍感欣慰。”张礼雄笑
着说道。

为了让合川峡砚制作技艺传得
更远、更广，在区非遗中心的支持
下，张礼雄多次前往重庆工商职业
学院、重庆移通学院、合川巴蜀小
学等校园，为广大师生讲授合川峡
砚的历史故事、制作技艺，指导学
生体验峡砚制作，让更多人爱上合
川峡砚。

合川峡砚 千雕百刻 石上生花
○记者 陈钰铃 文/图

迎接七运会迎接七运会
合川在行动合川在行动

▲精美的合川峡砚
◀张礼雄正在雕刻峡砚

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和合瑞公司相关负责人慰问李林海（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