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悔13岁跟着八路军打鬼子
百岁老兵赵庆忠在川庆生

“互嵌式”育人
从竹笋之乡到技能高地

位于小凉山深处的峨边，素有“竹笋之
乡”的美誉，但山区交通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产业发展。近年来，这所民族地区的职校将
无人机技术引入课堂，教授定位、巡航和吊运
技能，为“峨边梦笋”出山开辟空中通道。

在机电专业教学中，教师结合民族地区
水电资源丰富的特点开展实践教学；在食品
加工技术专业，彝族传统美食制作工艺被
纳入现代食品加工流程……这种“互嵌式”
教育，也给学生们传授了实实在在的本领和
技能。

23岁的女孩海来石里如今在成都一家酒
店任部门主管，她的人生转折正是始于峨边职
中。当年中考落榜后，偶然听闻峨边职中免费
招生的消息，她来到这所学校，选择了“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后来，她通过学校“东
西协作”项目到浙江交流学习，在绍兴咸亨酒
店实习并留任。

“第一次拿到6000元工资时，终于让父亲
松了口气。”海来石里回忆道。如今她已回到
成都工作，7000余元月薪可以支持帮助弟妹
的学业，她也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谈及在峨边
职中的求学经历，她动情地说：“这条路，从凉
山深处蜿蜒而出，通向无限可能。”

创新模式
助力民族地区教育腾飞

目前，峨边职中有汉族、彝族等各族学生
970余人，其中彝族学生占比91%。数据显
示，目前学生就业率达98.5%，高考升学率超
95%。近十年来，学校已为当地培养各类技术
人才8000余名，1000余人在长三角、珠三角、
成都、重庆等地就业创业，更有不少人将东部
沿海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带回家乡，反哺家
乡经济建设。

“这得益于创新的‘院校合作+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东西协作’的‘互嵌式’培养模式。”
该校校长夏云华介绍，学校与东部职业院校结
对帮扶，引进先进教育理念；与本地企业共建
实训基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同时依托
非遗资源，设立彝绣工作室、月琴培训室等特
色教学空间。

夏云华说，学校还开发了《彝族文化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校本课程，“既传承民族
技艺，又让学生深刻理解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省民族宗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四川推动实施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
划、十五年免费教育、“9+3”免费职业教育、对
口支教等系列教育工程，民族地区教育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田怡

峨边职中学生操控无人机越过大山

为家乡特产开辟
“空中通道”

跟着八路军走
成了他唯一的活路

在老兵档案里，非常贫困的
字眼异常醒目。“听父亲提起过，
小时候家里都是贫农。”6月10日
上午，赵庆忠女儿赵丽群说，父亲
有三个姐姐、两个弟弟，“想吃口
饱饭，根本不可能。”

加之，在日寇的不断扫荡、烧
杀抢掠之下，活着都成了难事。
1938年，八路军在当地开展抗日
宣传，13岁的赵庆忠第一次接触
到八路军，知道加入部队可以跟
鬼子斗争。

抗战的种子，自此在他的心底
种下。为了赶走日寇，也为了给家
里节省口粮，13岁的他决定跟着八
路军离开村子。

“就在父亲跟着八路军离开
不久，他父亲和两个弟弟还有村
里不少人，都惨遭鬼子的毒手。”
赵丽群说，后来父亲说，“跟着八
路军走，成了他唯一的活路。”

之后，赵庆忠因为年龄较小，
先后参加了儿童团、青年抗日先
锋队。当时，儿童团的任务主要
是站岗、放哨、宣传，有时还会给
前线送信。

“那会儿没有手机、电话，共产
党的联系都是（依靠）送信。”赵庆
忠回忆，信两边贴上鸡毛，还会把
鸡毛用火熛一下，就代表这是急
信。“不管哪个组织，儿童团、青年

抗日先锋队接到了这类信都要跑
着送到。”

亲历生死战
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

1938年底，赵庆忠加入了八
路军，在晋察冀边区里的卫生队
当看护员，后来随着部队辗转山
西、甘肃等地，也曾参与过开荒、
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
分校学习……

“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
一场突围，也是他经历的第一场
生死战斗。”赵丽群说，由于父亲
年事已高，已经忘记很多事，表达
也不太清晰，但她曾多次听到父
亲提起，久而久之也熟记于心了。

1941年，赵庆忠经历他无法
忘记的战斗。他同部队在山西，
当时离他们驻地约30里有一处县
城遭到扫荡，听说敌人退了，他们
一行近百人去那边分工动员百
姓、掩埋尸体、救火……

第二天，其他人继续工作，他
们几个年纪小的被安排做饭。但
没多久，就听到山坡上有人喊叫，
接着枪声响起，由于赵庆忠所在
的队伍战斗力较弱，装备较差，只
有七八杆枪，有的枪只有两三发

子弹，有的枪甚至打不响。
“只能跑。”赵庆忠说，大部分

战友都牺牲了，“很多村里一起走
出来的人，也没了。”

成为四川女婿
如今已是四世同堂

1944年，赵庆忠参加了南泥
湾大生产，之后又到甘肃等地参加
开荒。日本投降前，他来到吕梁军
区独立团副官处当指导员。1946
年，赵庆忠在贺龙中学学习两年，
毕业后到西北军事政治大学任区
队长。成都解放后，他被编入第四
航空预科中队卫生科当指导员。

“父母就是在成都结识的。”
赵丽群说，当时父亲在成都参加土
地改革工作时，与母亲结识，但后
来赵庆忠因孝敬母亲等原因离开
成都，回到河北老家，两人保持了
通信，“1959年左右，父母结婚后从
河北到四川定居下来，育有两女
一儿，如今家里已是四世同堂。”

10日的生日活动中，98岁的
抗日战友王用劳也为赵庆忠送上
贺寿书法，同时祝福道：“赵大哥，
向你致敬！”

在热闹的氛围中，赵老激动地
唱起了昔日部队里的歌：“我们是人
民的军队，在人民中壮大成长……”

“陪伴，是对健在老兵最好的
关爱。”四川关爱抗战老兵川军团
负责人王虹说，从找到赵庆忠开
始，越来越多志愿者、年轻人关注
赵庆忠，主动了解抗战历史，也发
现还有一些跟他一样，需要关心
关注的抗战老兵。

“我们团队统计到的川内和
在全国的川籍抗战老兵有上千
人，但随着时间推移，川内现有的
抗战老兵仅有不到300人，能被志
愿者日常关爱到的不足100人。”
王虹呼吁更多年轻人能加入进
来，关心抗战老兵，关注抗战历
史，传承抗战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杨涛摄影报道

6月10日上午，成都市青羊区清溪社区，一个胸前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穿着大红色长袜的身影，坐在轮椅上穿过艳阳而来，精气神十
足。他叫赵庆忠，当天是他的100岁寿辰，家人、战友和志愿者精心为他办了场别样的生日会。

1925年6月10日，赵庆忠出生
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的一个
小村里，他在家中排行老四。在
此前5天，也就是1925年6月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
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
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奋
起，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
特权。往后的日子里，“斗争”成
了他人生的高频词。13岁那年，
他跟着八路军走上了打鬼子的
路，而后数十年间，他把芳华岁月
都奉献给了抗战和革命。

生日活动中，赵庆忠（左二）与
大家切蛋糕。

98岁抗日战友王用劳（右）为赵庆忠送祝福。
赵庆忠在生日活动中敬礼致谢。

在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简称峨边职中）的操场上，学生阿卢小明操控无
人机，吊装着几十斤重的轮胎缓缓升空，跨过大
渡河，最终越过远处的大山，飞向密林深处。

“无人机在峨边的用处很大，可以在原始森
林上方定位，吊运物资，解决农产品运输难题。”
无人机实操教师谢磊介绍，该课程的设立，源于
当地产业的实际需求。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6
月9日，由省民族宗教委组织的“石榴花开天府
情·中央主流媒体四川行”活动走进峨边，其中一
站走进了峨边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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