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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在前，使命在肩。
如果说成为“名人”对李灵有什么意

义的话，那么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
的教育，应该是最明显的。

随着爱心书籍的陆续到来，2010年 3
月，李灵希望小学成立了爱心图书中转
站，把人们捐助的图书送到农村更多的
孩子手中。在李灵的主张下，西华县黄
桥乡留守小学、封丘县潘店镇小学、南阳
卧龙区的叶寨小学、夏邑县业庙希望小
学、商水县白寺的春天小学、西华杜岗小
学等 30多所乡村小学结盟建立了爱心图

书室。
她还在周口组织成立关爱留守儿童

的志愿者服务中心，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
发展志愿者 146人。近几年，在李灵的带
动和号召下，2800多名贫困的留守孩子得
到帮扶。

带着孩子去看望孤寡老人，教孩子敬
老孝老，为老人洗头洗脚；学校至今还有
10多名孤儿，一切上学费用都全免；组织
摄影爱好者为农村 70岁老人拍照片；给
环卫工人买 1000多套防护口罩……似乎
她在哪里，爱心就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李灵做客郑州融媒体两会会客厅

新时代新使命“我希望乡村教育越办越好”
短发、笑起来会害羞、一口地道的周口话，眼前的她干练、成熟；这是一张百姓熟知的面孔——最美乡村女教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劳模；80后的她认真、执着、奉献，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和太多

的感动。而今，在春意盎然的北京，她肩负着更大的责任，查阅资料、参加会议、调查研究、提议案建议……她是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学的校长——李灵。

郑州融媒体记者 李娜 武建玲 覃岩峰 张倩 徐刚领 袁帅 石闯 肖雅文 殷海涛/文 宋晔 马健/图

乡音不改，热忱依旧。
在河南大厦记者见到李灵的时候，

她一张口，似乎就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
夏天——2009年农村麦假，27岁的李灵
骑着三轮车在郑州走街串巷，烈日炎炎下
的她皮肤黝黑，头发因为出汗而变成一
缕缕，最好的青春年华付诸酷暑，所有
的努力，只是为了给希望小学的孩子收
集书籍。

接受采访的李灵淳朴而真诚。她的
故事通过《郑州晚报》的报道而家喻户晓。
一时间，成千上万的爱心市民要送书籍给
希望小学、捐款给这所坐落于周口许湾乡
的学校。

而那张在酷暑下咬着牙拖着三轮车
向前走的照片，定格了那个不一般的夏
天。李灵和那所当时只有 300名学生的
希望小学的命运，从此也转了一个弯。

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纷至沓来，希望
小学的孩子们终于不缺书看了，还有了自
己的图书室；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不约而
至，最美乡村女教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
劳模……各种名誉给了李灵肯定及赞誉。

一晃十年。
李灵从默默无闻的乡村女教师，成了

当下这位落落大方的全国人大代表。身
份变了，但是一张口，那淳朴的周口话语
中，恍惚回到了当年。

为了来开全国两会，李灵特意剪了短发，“这样看起来
干练点。”李灵笑起来，嘴角有浅浅的酒窝，随机她又严肃地
说，“人大代表的责任重大，我是一名新当选的代表，我感觉
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得知自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李灵便开始收集
各种资料。“代表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怎么提议案建议，如何履
职尽责……这些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的工作内容，如今

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人们选举我，是对我最大的新任和肯
定，我必须学好学透相关知识，尽职履责，当合格的代表。”

在河南大厦李灵的房间内堆着厚厚的资料，她还时不
时通过电话咨询老代表相关问题。“履职第一年，啥都是新
鲜的。”说着，李灵特意摆正了胸前的红色人大代表证，“我
深知，我来自基层百姓，我要为百姓发声，同时学习大会精
神，回去了给乡亲们讲讲大会盛况、传达大会精神。”

爱在身边 让更多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乡音不改 一张口仿佛回到十年前那个夏天

时间是最好的验金石。
从2009年到2018年，从27岁到36岁，

李灵走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芳华时代。
这十年，是与乡村孩子们朝夕相处的

十年，孩子们的学校变大了、学生变多了、
教室变漂亮了；这十年，是李灵在新时代
中快速成长的十年，荣誉加身，她也从默
默无闻的乡村教师变成了希望小学的一
张名片。

“我专门印了新名片，送给你，这是我
发出的第一张名片。”李灵从包里拿出一
张名片递给记者，后面写着“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国家形象宣
传片·人物篇形象大使，CCTV2009‘感动
中国十大人物’”等。

2010年 2月，李灵被评为中央电视台
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组委会
授予李灵的颁奖词是：一切从零开始，从
乡村开始，从识字和算术开始。别人离开
的时候，她留下来；别人收获的时候，她还
在耕作。她挑着孩子沉甸甸的梦想，她在

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李灵还先后被评为 2010年全国劳动

模范、CCTV2009年度“三农”人物、2009
年度十大责任公民、感动中原十大人物、
河南十大“三农”新闻人物、新中国成立
60周年河南省优秀“三农”人物、温暖
2009“河南十大爱心人物”、河南省优秀
教师、河南省民办教育先进个人、河南省
“三八”红旗手、第三届河南省十大教育
新闻人物等。

“十年了，我还是当年那个李灵。”李
灵说，暑假期间，她依然会自己动手为桌
椅刷油漆、和泥修补学校的院墙和厕所。
“就是为了省点钱，钱要用在刀刃上。我
们每个月的初六，都会买大蛋糕，给当月
生日的孩子过集体生日；我们还在学校门
口建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广场，让百姓也能
看到孩子们的文艺演出……”

如今的李灵，依然是忙碌在学校
各个角落，为孩子们操劳的那个乡村
教师。

十年依旧 漆桌椅、修补院墙，“我还是当年那个李灵”

履职尽责“回去了给乡亲们讲讲大会盛况、传达大会精神”

执着和努力，2009年，李灵以这样的形象为人所熟知。
十年后，她的执着努力依旧。
正是有千尺之台始于垒土的坚持，当初300人的希望小

学如今有近 700名孩子；正是有重信践诺不屈不挠的执着，
从当初孩子们没书看，到现在建立起了“爱心图书中转站”；
正是有深植厚培立根固本的努力，从希望小学走出了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学子……

这一切的背后，有李灵初心不忘的深耕细作。
“我希望乡村教育越办越好。”李灵说，她深深知道，上

学读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讲多么重要，“它让人知礼仪、
懂道理，甚至能改变家庭的命运，让家庭脱贫致富。”在她所
在的许湾乡，她见多了因为受到良好教育而让家庭生活越
来越富裕的例子。而这，也是当初李灵办希望小学的初衷。

“今年，我想提的建议是和乡村教育相关的。”李灵说，
近年来，在保证高考公平，尤其是提高农村生进重点大学的

比例方面，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也有了一定成效，但如
果不从根本上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增加农村生上重点大
学的比例，就无法给更多乡村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

李灵建议，政府发展教育的重要职责是促进公平，要缩
小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农村教师要有和城市学校
一样的师资待遇。乡村环境本就艰苦，如果待遇还低的话，
很难留住人才。同时，应推进教师评价从行政主导转为专
业同行评价、基础教育从升学教育模式到自主办学转变。
对于乡村教育来说，教师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同样重要。
另外，学校的教育不能只围绕升学转。要提高乡村教育质
量，让每个农村学生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一要增加
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二要教育改革，两者同步推进才能起到
“精准发力”之效。

李灵还希望，传统文化可以走进乡村校园，无论是小
学、初中、高中，希望都可以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深耕细作“我希望乡村教育越办越好”

2009年6月19日，郑州晚报对李灵进行报道

“是郑州晚报帮助了我，帮助了孩子们”
一份报纸与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十年渊源

李灵（左一）在北京郑州融媒体中心接受记者采访

李灵和中原网执行总编辛晓青(右一)拥抱

■幕后故事

2009年夏天，郑州，烁玉流金。
27岁的李灵只身来到郑州，陪同她的，

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位扎着马尾辫的姑
娘每天走街转巷，只为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收一些课外书。她的故事被《郑州晚报》的记
者辛晓青发现后，先后推出近百篇相关报道。

2018年春天，北京，春和景明。
36岁的李灵第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

份踏入河南大厦，一楼入口处“郑州融媒体中
心”几个大字赫然在目。她忙不迭地走进，又
看到记者辛晓青。两个人冲上前深情拥抱。

2009年到2018年，十年，李灵从一名普
通的乡村教师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十年，
郑州报业集团不断融合创新，刷新了领域内
一个个纪录——这是属于她们共同的十年，
这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十年。

澎湃如昨
“郑州晚报给了我力量，让我坚持下去”

3月清晨的北京，霞映长空，长安街旁，
玉兰已悄然绽放。

坐在河南大厦的人大代表房间里，李灵
和记者忍不住聊起了当年——

2002年，李灵从淮阳师范毕业后，没有
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城找好工作，而是留在家
乡办了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都没有看过课
外书，教室也很破。所以，我就想着去城市里
收一些书回来，丰富孩子的阅读。”于是，趁
着放麦假，李灵向爸爸要了200元只身来到
郑州姨妈家，借了一辆破旧三轮车后，开始
收购有用的旧的教辅和儿童读物。

炎炎盛夏，郑州大街小巷，这个衣着朴素
的女孩，奋力蹬着三轮车，专门收购小学教辅
图书，而且出的价钱也比一般“破烂王”高。
这个场景被爱心市民发现并发到了网络上。

《郑州晚报》的记者看到这条信息后，几
经波折联系到了李灵，于是，上百篇新闻报道
从多方面讲述了李灵和她希望小学的故事。

报道见报后，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开始和
李灵联系，数万包书籍“飞”到了这所位于中原的
小小校园。“我们的图书室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我对《郑州晚报》非常有感情。我经常
说，如果没有晚报，就没有我的今天。是郑
州晚报帮助了我，并把我和学校孩子的情况
报道了出来，我们才得到更多的帮助，孩子
们才有了更好的学习条件。”

咬了咬嘴唇，李灵接着说：“《郑州晚报》
的系列报道引来社会各界关注后，这些关注
让我坚持下去，让我不要放弃。”

与时偕行
“希望小学就是要给更多孩子以希望”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爱心如春风，有一种力量，可传承、可传

递、可蔓延。
获得了诸多奖项的李灵，并没有太多活

跃于媒体上，而是又一转身，投入到了自己
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中去。

而今的李灵希望小学开设 11个班级，
现有 687名学生，21名老师。学校里，80%
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受益乡村达30个；目前
学校已建一座18个班级的教学楼和一所三
层的幼儿园，总建筑面积3500多平方米；建
设一栋容纳400多名学生住宿的宿舍楼。

顺势而为，与时偕行。
李灵还把爱心播撒到了更为广阔的方面：

构建“河南爱心助学网”，传播慈善理念；作为
“萌芽100”活动形象代言人，力争在全国捐建
100所图书室，服务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成长与蜕变
“这是一名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

3月的北京，春的暖意，蕴含盎然生机。
在河南大厦见到李灵，时任《郑州晚报》

记者，现任中原网执行总编的辛晓青久久难
以平静：“在这十年里，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
者，发现、记录并见证了李灵的一路成长与
蜕变。这是一份报纸与一位普通百姓的渊
源，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值得铭记的十年。”

回忆起 2009年的 6月，辛晓青说，那个
夏天特别热，当时新闻线索特别少，只有年
轻女性、三轮车、课外书、周口淮阳这四个关
键词。“于是我和淮阳县委宣传部联系，几经
周折才找到李灵的电话。”为了更加深入地
挖掘李灵身后的故事，辛晓青和同事还专门
去了位于淮阳的希望小学实地采访。

“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看到一块石头上
写着快要掉色的‘希望小学’4个字。”回忆起
第一次去学校，孩子们简陋的条件依然让辛
晓青感慨不已。

听到这里，李灵掏出手机，让辛晓青看
现在新校园的照片：绿树成荫、教室明亮、图
书馆藏书丰富……

“太好了，看到李灵和希望小学现在都
越来越好，我开心、骄傲……李灵做了一位
教育者应该做的事，而我也做了一位新闻工
作者该做的事。”

初心如磐
“弘扬正能量，我们一直在路上”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
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从来就不缺乏正

能量的传承，从来就不缺少善文化的传播。
作为郑州的主流媒体，郑州报业集团统

筹旗下的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等媒
体不忘初心，持续发现、发掘、报道推出李
灵、洪战辉、李剑英、胡佩兰、陇海大院、王宽
家等多位“感动中国”人物……一个个由郑
州报业集团发现并挖掘报道出来的“小人
物”在新时代绽放着让人感动的人性光辉，
感动中原，感动中国。

心中若有爱，脚下有力量。
正如 201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王宽所

说：感谢这片充满大爱的土地，感谢这个有
责任感的媒体。相信在大爱郑州这片土地
上，在郑州报业集团这样有爱心有责任媒体
的支持帮助下，郑州这座大爱之城，必将会
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更多的温暖。

李灵与郑州报业集团的结缘，已有十年。
这份报纸与这片热土的结缘，与共和国

同龄——
温情，温暖；
向上，向善！
时间，会永远铭记属于爱心的故事与辉煌；
时间，正深情凝视属于我们的光荣与

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