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你们的报道，我哭了几回”
讲述人：周口日报要闻部主任孙智

孙智是周口日报要闻部的主任，在晚报
刊登第一篇李灵的报道后，他就在网上看到
了这个新闻。“读来深受感动，我几次哭了。”
作为一名媒体人特有的敏感，他第一时间与
当地宣传部门联系，“你们在寻找她，我也开
始寻找。”

18日中午11点多，他与晚报一起得到李
灵的确切信息，于是与晚报记者一同来到了
这所希望小学。孙智说，他被李灵深深地感
动着，看到李灵的父亲那么担心孩子在郑州
的情况，当晚就带着李灵的父亲赶到郑州。

“我为周口淮阳能出这样的老师感到自豪，作
为当地媒体，我们应该对她加大宣传，在刊发
一则消息之后，紧接着又刊发出一篇长篇通
讯，报社接到了大量的读者的电话，在外地出
差的淮阳县委书记、县长看到报道后，立即委
托有关负责人给李灵捐赠了 20套书柜。”孙
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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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李灵这个妮儿的，都在说她的好
希望小学的学生给郑州小朋友写作文

“你们给我们送来了书，我以感恩的心谢谢你们”

这两天，李灵成了“名人”，成了许湾乡众
乡亲谈论的主角。昨日，当晚报的捐赠物资
送到学校之后，这里的村民们聚集在一起谈
论着李灵，与一些人成名后总有人说点酸溜
溜的话不同，记者听到的全部是对李灵的赞
扬和感激，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一个在学
校门口路过的曾庄村民曾大嫂说：“认识李灵
这个妮儿的，没有说她孬的。”

晚报记者 何水清 辛晓青 王菁 李丽君/文
常亮 廖谦/图

孩子们，多看些书，丰富自
己的知识，将来给晚报小记者
作文版投稿子。
——郑州晚报副总编辑陶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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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卷子没钱，她哭着找我帮个忙”
讲述人：学校旁边小百货店女老板王璐

在李灵的希望小学东边，有一家卖副食
百货的杂货店，王璐经营着这家小店，见证
了李灵和她的学校的艰难。

“这个孩子真是难，开始建房钱都是借
的，她的舅舅、亲戚们一点点地兑，还贷了
款。后来盖那幼儿园的房子，砖瓦都是赊
的。”王璐说，学校刚建成的时候学生不多，
也就是这两年生源才渐渐好起来的，“因为
刚开始大家都不放心，不敢把孩子往这送，
后来慢慢知道这里老师教得好。”

有时候，李灵也会来王璐的店里坐一
坐，和她拉拉家常。“她的苦我知道，有时候
说着说着就掉泪了。”给记者讲述这些时，王
璐的眼圈始终是红红的，她说这两天看到报
纸上登的李灵去郑州收教辅的事儿，她都难
过得哭了好几次。

刚开始那几年，李灵几乎每天作难。
“好歹也是个校长吧，有时候连 200块钱都
拿不出来，有一次，她来我这里，说着急印
卷子给学生考试，但是没钱，让我先借给她
200多块钱。”王璐说。

“李灵教得好，老远的学生也要来上”
讲述人：学校旁边小饭店老板

西边邻居，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饭店，
正在做饭的老板娘和老板听记者问李灵，赶
紧说：“她教书教得真好啊，你问问她，她家
孩儿就在这里上过学。”正在买东西的曾庄
村民曾大嫂说：“认识李灵这个妮儿的，没有
说她孬的。”

曾大嫂说，她儿子小学一年级时在这里
上，“老师真负责，每天都布置有作业，第二
天交上去批改，期末数学俺孩考了 94分，还
得了奖状”。后来儿子转学了，“现在回家从
来没写过作业，老师也不管了，我正想着咋
让他还来这儿上呢。”

饭店老板说，因为李灵的学校教学质量
好，方圆几里地的孩子都来这里上学，有的
放弃离得近的公办学校，也来上希望小学，

“有的学习太差了，转学赶不上，还是送到这
里开始好好学习的”。

“有学生不吃饭想吃方便面，她
就出来买”

讲述人：学校对门超市老板

“瘦了黑了。”一说李灵，超市里两个看
热闹的村民说着，原来他们说的是李灵从郑
州回来后和以前的区别。“李灵对学生真负
责，这都是因为她喜欢孩子。你们不知道，
她一个学期收学生 150块钱的伙食费，一天
不到一块钱，有的孩子中午不吃饭，李灵去
问为啥，孩子说想吃方便面，她就出来给孩
子买，连续好几次了。”超市老板说，她还买
大厂家的方便面，“不买瞎的”。

让超市老板印象深刻的，是前一段手
足口病严重的时候，“李灵一天给学生测
两次体温，一个一个测，其实这些当家长
的也都不在意，但是李灵就很认真，每天
都要量”。

范照营是学校的体育老师，还兼当厨师每
天给300多名师生做饭，李灵曾经说过，她最感
激的人其中就有范老师。范照营说，在城里的
孩子一直催他过去享福。“我就是离不开这个
学校和李灵，她就像我自己的闺女一样。”范老
师说。

范老师说，以前学校没器材，每天上体育
课，他就只有带学生们做广播体操，或者跑步，

“这次晚报捐了体育器材，孩子们就能踢足球、
打篮球了，还有乒乓球、网球、围棋，这下孩子
能玩的东西多了，太高兴了”。

说起李灵这些年的不易，他说，李灵经常

在他面前哭，“她还是个孩子，就要撑起来，我
经常鼓励她，做啥事不难啊？几次她都说气话

‘不干了’，我知道她就是说说而已，但是还要
给她打气。”

“学校的老师们都很支持她。”范老师说，李
灵拖欠过老师们的工资，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的难
处，没人埋怨，都愿意帮她。“你看教室门口还有
到厕所的路，都是我们几个老师一块一块砖砌出
来的，找干泥工的太贵了，只要我们有力气能干
的，都自己干，省点钱，我们都想帮帮她，因为她
真的是热爱这个教育事业，愿意奉献自己的一
切。跟着她干，让干啥都行。”

“我的校长，是人世间最美丽
的校长”

学生曾浩文等人的发言

我的校长，为了我们去郑州收购图书，
一定很辛苦，听人家说，她一只手拿着书，一
只手拿着两个烧饼，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她
的脸没有以前胖了，脸也晒黑了，我的心里
想对您说，谢谢了。您出去了那么久，我真
的很想您，我盼了很久您终于回来了。我看
见您给我们拿了那么多的书，您真的辛苦
了，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报答您。

…… ……
郑州的小朋友，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书，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好好
学习，到郑州去报答你们，我以感恩的心，谢
谢你们。”

——曾浩文（三年级）
“我的校长，她是淮阳县许湾乡希望小

学的校长，她是人世间最美丽的校长。今年
6月，为了我们这些穷苦的孩子，李校长在郑
州最炎热的时候，骑着三轮车在郑州的大路
上为我们收集课外读物。近日下了一场雨，
人们都在家里躲雨，而李校长却在郑州市的
路上，被雨淋着，李校长的衣服湿了，而李校
长收的书却一点儿也没湿，这是对我们这些
孩子多么伟大的爱呀！”

——张鹏（四年级）
“我的校长姓李，高高的个子，大大眼睛

像蓝宝石般迷人，说话时像我的妈妈一样，
那么温柔。”

——林强（四年级）
“李老师为了我们能够看到课本以外的

书，冒着大雨在郑州的大街上为我们收购课
外书，看到李老师回来，看着满脸辛苦的李
老师，同学们都哭了。”

——姚聪聪（四年级）
“这样的好校长让我很佩服，我一定要

好好学习报答校长，回报社会，做一个（像）
我们校长这样的好老师。”

——李诺诺

“只要我有力气干活，我就愿意帮李灵”
讲述人：李灵同事、体育老师范照营

李灵和孩子们分享读书的乐趣李灵和孩子们分享读书的乐趣

一个女孩在写作文《我的校长》一个女孩在写作文《我的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