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2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 曹杰 黄修成 校对 姜军 版式 杨卫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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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2002年，李灵从河南省淮阳师范学院毕业。她回家

后看到农村有大量留守儿童辍学在家，便萌生了在家乡办学的念
头。在父母和亲朋的支持下，她用家里 20多万元的积蓄办起了
周口淮阳许湾乡希望小学。

为了自己学校的孩子能坐在宽敞的阅览室里看书阅读，李灵
趁着放暑假，烈日下，骑着破三轮车穿街过巷，拿着秤一斤斤地回
收旧书本。她用汗水载回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别人离开的
时候，她留下来；别人收获的时候，她还在耕作。她挑着孩子们沉
甸甸的梦想，她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她是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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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最真
阿里帕·阿力马洪：

从 1963年收养邻居家的 3个
孤儿开始，维吾尔族阿妈阿里
帕又先后收养了汉、回、维吾
尔、哈萨克 4个民族的 10余个
孤儿。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
子，阿里帕的丈夫阿比包每天下了班就去帮人家打土块。阿
里帕则每天都要到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蔬菜。虽然家里养了
两头奶牛，但谁也不舍得喝奶，全部卖了换钱以支付孩子们的
学费和购买生活必需品。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
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风霜饥寒，全都挡住，清贫劳累，一肩
担当。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泉水最
清，母爱最真！

昨日19时，记者打通李灵父亲李丙
兴的电话时，他们还在李灵的希望小学
里忙活着。他们的女儿当晚即将在央视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晚会上获得重大的荣
誉，可是他俩却还没记清楚具体的播出
时间和频道。

昨晚，人在北京的李灵打来电话：
“电视上的我，咋看着都不像我了？”她不

好意思地说：“可能是化妆的事吧，比我
本人好看多了。”

李灵说：“节目做得很好，不过我咋
没感觉自己有那么伟大啊？我还是那
样，还是那样。”李灵说，其他获奖的人物
都让自己太感动了，“我都哭了”。

李灵在电视节目里，反复说了自己
对不起妈妈。李灵的妈妈昨日看着节目

也一直不停落泪。作为普通的农村妇
女，她不善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是反复
说：“很好，电视（节目）做得很好。我鼓
励她好好干。”李灵的父亲李丙兴说：“其
实灵儿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事，节目给
她的评价太高了。刚才有邻居来俺家，
说看到了，现在感觉灵儿真是名人了，以
后可要注意不要骄傲。”

本报率先报道、持续关注的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灵事迹报道，经全国媒体转载和跟踪，在大江南北掀
起了关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热潮，李灵也因此获得了“2009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昨晚的新闻
联播报道了颁奖晚会，选中的两个“感动中国人物”的镜头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的李灵。2009年年底，央
视在制作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展播时，使用本报摄影记者常亮的多幅新闻图片贯穿整个节目，并对本报摄
影记者常亮进行了专访。

在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展播中，李灵收
书现场的新闻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常亮拍
摄。自从晚报对李灵事迹进行了报道，报
道中的图片便被人发到了各大论坛上，
广州日报、人民日报看到后也均用了晚
报的照片，随后中央电视台发现了照
片。在制作感动中国候选人物展播时，
中央电视台还对本报摄影记者进行专访。

专访中，央视编导文为民对晚报记

者常亮进行了详细采访。文为民询问了
采访拍摄的过程、对李灵的看法以及哪
些地方最打动记者。常亮说，回想整个
采访过程，有3个场景让他一辈子难忘：

“刚开始去拍照片时，只是当成工作，并
没有多想，当工作结束后回再看这些照
片心里非常感动，别说是一个校长，就是
让一个普通人在大庭广众一下骑着破旧
三轮车收废品都拉不下面子。第二个场

景是报道出来以后，跟随李灵回家送书，
一进校门，学生们就冲向李灵，有的叫李
灵妈妈，有的叫她大姨，有的叫她老
师。第三个场景是去年 11月份去希望
小学时，我私下问了李灵一句话‘现在孩
子们咋样’。李灵说，现在孩子们每天都
好开心，有了书，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
很多平时寡言少语的孩子也变得开朗起
来。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很伟大。”

李灵父母 灵儿做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事

家住博颂路明天花园小区的高
平钦先生看到李灵获奖的消息，激动
地给记者打来电话：“我也曾为李灵
学校捐书，参加过晚报建立的‘郑州
晚报·爱心图书联盟’，这个奖是对她
最好的认可。”

高先生说，看颁奖晚会的时候他发
现，现场的观众也都被李灵感染了，不为

别的，就为她的朴实。
高先生说，目前中国的留守儿童有

3000万，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非常重
要的事，李灵看似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
的、而且是最朴实的事情，刚好引起了人
们去关注一个应该关注的群体，“最朴实
的一面，透露出最真的一面”。

一所民办学校的陈校长来电说，真

是激动人心，新闻联播讲到了，感动中国
人物颁奖晚会正在颁奖，一共有10位获
奖者，李灵老师就在其中。晚报的报道
实在是太好了，作为民办教育的工作者，
我也是非常高兴和兴奋。李灵本身作为
民办学校的老师，在偏远的地方教书已
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在没有图书、教
室地面是土地的环境里。

郑州市民 李灵让更多的人关注留守儿童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这样评价
阎肃：手心手背都是肉，身前身后都是娃，星星

伴着月亮笑，每天都迎来一片金灿灿的朝霞。
王晓晖：她温暖的关爱没有民族之分，没有偏见

之心。她把孩子们无助的眼神化作对世界的希望，
把弱小心灵的惶恐抚平成面对尘世的从容。

平凡至伟
卓琳：1939年，卓琳与

邓小平相识相知，共结连理。
革命战争期间，卓琳在枪林弹
雨中紧紧跟随邓小平。从太
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
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邓
小平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卓琳在身后甘当无名英雄，相夫教子。

10年动乱中，卓琳又陪伴邓小平在江西度过流放生活。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她亲自赴港见证香港回归，替小平同
志完成遗愿。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她毅然把个人的10
万元积蓄捐给了灾区人民。

卓琳，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
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中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
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像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
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这样评价
陈淮：不动摇，一生不动摇，历尽沧桑绝不动摇。

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夫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不可动摇
的人。

陈小川：她默默地站在一位时代伟人背后，用坚定
的信仰和深深的爱，支撑着伟人度过劫波，支持着伟人
创造新时代。在近30年中国崛起的历史记录中，应该
有她重重的笔墨。

一家之主
朱邦月：每天起床后，

朱邦月先装上假肢，然后开始
打扫卫生，洗米做粥，帮母子3
人起床，帮他们洗脸刷牙，喂
早饭。随后，他还要上街买
菜，为全家人准备午饭。傍
晚，他要轮流给3个人擦洗身体。晚上，还得想着夜里起床给
他们逐一翻身。一晚上起床数次。这样的日子，朱邦月过了
近 20年。但他始终坚持，因为他知道，他是一家人生命的烛
光，点燃着一个家庭的希望。

这个奇特的家庭，集中了世界上最多的苦难，也凝聚了人
间最真的情感。头发花白，面带微笑，这位温和而坚定的老
人，胸中盛满 40年的艰难。他这支拐杖，是一家人的翅膀。
他这双肩膀，扛住了生命的重量。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这样评价
易中天：一诺千金40年，男儿侠义在双肩。感天

动地朱邦月，长驻真情在世间。
朱玉：这个最为普通的中国男人，以病残之躯的微

弱之火，照亮着在别人眼里异常坎坷的生活，虽然生活
艰难，但，此处依然有光明。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这样评价
刘姝威：身旁是 300多名不同年龄阶段的

孩子，背后是那些在外打工父母们心中的挂念
与寄托，这位乡村女教师赢得众人尊敬。

张瑞敏：为了孩子四处奔走，眼角有了皱
纹，双手不再细腻，但是她把爱与温暖带进了乡
村学校的课堂，她是让全国人民尊敬的“80后
最美乡村女校长”。

心灵放歌

晚报记者接受央视专访
“3个场景我一辈子难忘”

昨晚，郑州市民收看央视“感
动中国”节目，为李灵当选而高兴，
更为她的执著和对留守儿童的爱
而感动得落泪。

晚报记者 常亮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