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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贤荣介绍，爷爷孙
名山是江西瑞金大柏地
村人，原名孙家钰，1926
年参加革命后改名孙明，
后 又 改 名 为 孙 名 山 。
1934年，孙名山随红军长
征，任代理营长。“爷爷之
前是副营长，后来营长在
湖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爷爷就任代理营长。”孙
贤荣说，爷爷孙名山是强
渡乌江的勇士之一，曾被

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
雄”称号，《红星报》上还
登载过他的事迹。

1935年5月29日，刘
伯承、聂荣臻率领渡过大
渡河的右路军（红1军团1
师及干部团）抵达泸定兴
隆乡石门坎，与敌军展开
激烈战斗，成功摧毁了国
民党军在大渡河右岸的
最后一道防线，为左岸红
军飞夺泸定桥提供了有

力支援。在这场激烈的
战斗中，孙名山身负重
伤，全身至少有7处伤
口。为了不拖累大部队，
他主动要求留下来。“当时
的情况非常危急，留下来
几乎就意味着死亡。”孙贤
荣感慨地说，当时警卫员
要求留下来陪伴，但爷爷
流着泪拒绝了，他说：“长
征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量和希望。”

6月19日，由成都市
禁毒委、新都区禁毒委
共同主办的2025年成都
市禁毒宣传月主会场暨
新都区禁毒教育基地开
馆活动在新都区禁毒教
育基地举行。现场，全
国首个禁毒教育基地地
图“成都市禁毒教育基
地可视地图”正式发布。

据了解，此次发布
的可视地图是成都市禁
毒办深化“禁毒+文旅”
宣传模式的成果。成都
市禁毒办充分整合全市
资源，在全国首创绘制
发布成都市禁毒教育基
地可视地图，与成都旅
游名城、赛事名城的名
片有机结合，构建全市

“覆盖面广、特色鲜明、
实效性强”的宣教阵地
矩阵，满足社会各界群
众对禁毒文化资源的多
样化需求。

活动现场，地图推
广视频展现了全市23个
区（市）县禁毒教育基地
的基本情况和特色亮
点，活动方还为“成都市
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黄
张嘉洋、刘然颁发聘
书。黄张嘉洋是中国艺
术体操运动员、巴黎奥
运会艺术体操集体全能
冠军。

成都市禁毒卡通形
象大使“嘟嘟”联动新都
区禁毒吉祥物“嘟仔”，
化身导游，带领大家畅
游各禁毒教育基地，享
受沉浸式的禁毒文化之

旅。工作人员还向市民
发放了手绘地图卷轴，
缓缓打开，水墨灵动的
山水之间，全市禁毒教
育基地资源尽收眼底。

在外场区域，融合
禁毒IP形象、宣传标语
制作的打卡板，吸引现
场群众驻足参观；禁毒
心愿树上，挂满了由青
少年创作的禁毒主题绘
画作品制成的书签；在
禁毒科普站，青白江区

“青青少年团”的小小解
说员们为群众现场讲解
禁毒知识……

“今天新都的禁毒
教育基地启用了，作为
禁毒民警，我觉得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对
广大青少年的禁毒宣传
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
成都市公安局禁毒缉毒
支队情报大队副大队
长、三级高级警长刘中
伟说。

据悉，近年来，成都
市禁毒部门纵深推进禁
毒斗争，坚持“一域一
品”，以防范新精神活
性物质和毒品替代物
滥用为重点，强化科技
赋能，持续推动全市禁
毒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常态推进禁毒宣传“七
进”和禁毒教学资料进
课堂活动，推动全市禁
毒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取
得新成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姚媛媛

6月15日，自贡悬赏
5000元征集“川超”队
名。3天时间，共收到
4100余份邮件投稿，其
中以自贡彩灯和恐龙命
名的队名最多，在目前
整理的队名中占90%以
上。

15日，自贡市教育
和体育局发布公告，征
集自贡城市足球队队
名，要求队名需融合自
贡地域文化（如恐龙、井
盐、彩灯等元素）与足球
精神，简洁有力、朗朗上
口、便于传播。

“网友们都很热情，
投稿非常积极，我们整
理了几天都没有最终完
成。”自贡市教育和体育
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介
绍，投稿的网友职业千
差万别，既有大学教授、
专业设计师，也有机关
干部、学生，还有个体户

和农民工，大家对自贡
“川超”队名的命名非常
热心。

据该负责人介绍，
根据初步整理，估计投
稿队名有上万个（包括重
复队名），“比较特别的几
个队名有自贡C位队、自
贡1001队、自贡3C队、自
贡鲜锅兔儿队。”他说，除
此外，还有自贡颜值担当
队、自贡氯化钠大队、自
贡盐巴超咸队、自贡尖
椒兔儿队等。

一位网友为投稿队
名“自贡燊龙队”写下了
详细的创意说明，并为
球队精神定义：寓意球
队如地火般炽热澎湃、
如彩灯般闪耀不熄，象
征球队在赛场如史前巨
龙般势不可挡、如彩灯
巨龙般矫健夺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刘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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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孙名山的故事，在甘孜州泸定县流传甚广。他
是强渡乌江的勇士之一，在渡过大渡河后的石门坎激战
中身负重伤，不得不留在泸定。

孙名山有着传奇般的经历，然而人们知道他的英雄事
迹，却是在他去世前几年。当时，泸定准备修建红军飞夺
泸定桥纪念馆，孙名山将自己珍藏的革命物品捐出，人们
才惊讶地发现，身边这位看似平凡的老人，竟然是一位战
斗英雄。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从来不提他的英雄事迹，还告
诫我们，孙家人永远不得以红军后代的身份向党和政府
寻求任何特殊待遇。”6月17日，“长征路上看四川”大型宣
传教育活动走进甘孜泸定，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
孙名山的孙子孙贤荣讲述了爷爷的革命故事。

孙名山（右二）父子和当地群众一起干活。受访者供图

孙贤荣讲述爷爷孙名
山的故事。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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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组织上的沟通
协调，当地一位孤寡老人
杜婆婆收留了孙名山，并
四处寻找草药为他治
伤。一个多月后，孙名山
的伤势有了明显好转，然
而此时，敌人又对红军失
散人员开展大肆搜捕，为
了孙名山的安全，杜婆婆
向贫农刘朝全求助，刘朝
全背着孙名山逃进了人
迹罕至的山谷——银厂
沟。在这里，孙名山开始

了长达700余天的艰难荒
野生活。

在银厂沟，白天他在
山洞养伤，夜晚趁黑寻找
水和食物；伤好一些便
砍柴，由刘朝全拿去换
钱维持生计；天冷也不
敢 生 火 ，担 心 暴 露 行
踪。刘朝全不仅冒险送
菜送饭，还时常通风报
信，多次帮助孙名山躲
避敌人搜捕。孙名山十
分感念刘朝全的救命之

恩和相助之情，便拜刘
朝全为干爹，二人以父
子相称，感情深厚。

在山洞中度过了700
多天后，敌人的清剿行动
逐渐平息。在刘朝全的
担保下，孙名山才走出深
山，重见天日，并在当地
安了家。新中国成立后，
他在当地先后担任农会
主席、贫协主席等职务，
带领群众度过了那些艰
难岁月。

在孙贤荣的记忆里，
爷爷从未主动向家人提
及自己过往的英雄事迹，
周边的人虽然知道他是
红军，但不知道他立过多
少战功。孙贤荣小时候，
爷爷常牵着他去街上玩，
别人有的叫爷爷“孙主
席”，有的叫“孙营长”，当
时的孙贤荣并不明白这
些称呼背后的含义，但他
记得爷爷身上大小伤疤
有17处，有的伤口一到雨
天就会发肿、流黄水。

直到上世纪70年代，

泸定县建纪念馆搜集革
命文物，孙名山拿出他珍
藏的革命物品以及在战斗
中受到嘉奖的证书、奖章
时，人们才真正知晓了他
战功卓著的传奇一生。

虽然已在泸定扎下
了根，但孙名山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的队伍和领袖
毛主席。1976年，得知毛
主席逝世的消息后，从不
轻易掉眼泪的孙名山，盯
着毛主席像哭了两天。
两年后，68岁的孙名山去
世，当地为他举办了隆重

的追悼会，当地中小学及
附近群众近千人前来送
别，以表达对这位老红军
的敬重和缅怀。

“爷爷一直告诫孙家
子孙，你们是红军的后代，
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多为党的事业尽力，不要
给党和政府找麻烦。”孙贤
荣说。如今，身为泸定县
兴隆镇兴隆村支部书记兼
村主任的孙贤荣，一直秉
承着红色家训，在爷爷、父
亲走过的道路上继续前
行，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曾任代理营长 在石门坎战斗中重伤留驻

村民冒死相救 躲进山洞700余天艰难求生

深藏功名半生 教育子孙永远听党的话3

1

2

全国首个
“成都市禁毒教育基地

可视地图”上线

自贡悬赏征集“川超”队名
3天收到4100余份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