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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前，在许湾乡那个偏僻的农家小院里，
200多个孩子家长的企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能
有间教室遮风避雨，能跟着李灵按时念书，能待
在那里有人照看……

4 年后，在这个新楼拔地而起的希望学校，
学生人数已迅速扩充到500多人。

据周口市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战西介
绍，该校的教学水平一直在提高。在去年该区
20多个小学的5年级升6年级升学统考中，第一
名和第三名都在李灵的学校。近年的每次语数
外趣味竞赛中，李灵的学生都入围前5名。

“考试分数不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和主
要标准，但这些成绩也很能说明问题：李灵希望
小学教学质量高。”

孩子们学得好，学校的口碑越来越响。记

者在学校办公室停留的短短两个小时里，就撞
见了4位急着来转学的家长。

张春凤的儿子一直在淮阳县苇园集小学读
书，那是所公办学校，可她却坚持要把孩子转到
这里。她家离这里10多公里。为何非要舍近求
远？“李灵好，政府又扶持，把孩儿送到这儿就是
放心！远点我也乐意。”她说，邻居孩子转到这
里读书，不到一年，原来统考考 60分，现在能考
80~90分。孩子整天乐呵呵的，回家还知道主动
抹桌子洗碗。

像张春凤这样来转学的家长，每天都不下
10 个。据周口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无论是
在邻近的淮阳县，还是该校现在归属的东新区，
李灵的学校都是规模最大、各项指标优良的乡
村小学。

今年的暑期，她不会再出现在郑州街头收购旧书，甚
至也没有时间站在五尺讲台，她整日奔波在新的希望小学
的建设工地上。她不是吃皇粮的体制内人员，却管着6个公
办教师，建新学校要300万元，除了她及家人倾其所有，还吸
纳了政府和各方善款。现已成为当地名校的希望小学，接
纳的已不尽是留守儿童，学校的名气让众多孩子及家长纷
至沓来，许多人把孩子从公办学校转来。目前学生超过了
500人，秋季开学将超千人，且培养学生的目标也不再是“有
书读”，更多考虑的是在当地文化课考核中学校的排名。而
更长远的疑虑是学校未来的命运——今后民办公助？或被
收编？ 郑州晚报记者 杨观军 吴泳 周口报道

李灵之变：

过去说是校长，其实
就是光杆司令，是既当老
师又当校长，现在管 500
号人。只能脱教当校长，
就这还忙得“日理万机”

“刚从（周口）市区赶回来，转了
几家家具市场，给孩子们挑选宿舍家
具。”18日上午 9时许，在周口市东新
区许湾乡（原淮阳县许湾乡）李灵希
望小学新址，校长李灵快步走进一楼
教师办公室。

学校的新教学楼再过两个多月
就建好了，李灵这些天一直忙着购买
配套设施。

要给学生们置办的东西很多：床
头柜 30 个、鞋架 30 个、碗柜 60 个、浴
池衣柜6个……粗略一算，至少需要2
万余元。

正算着这些账，副校长老范抱着
一堆报表匆匆走来。这个月针对每
位教师的月考马上要开始了，他要和
李灵最后敲定月考的内容和革新措
施。月考是促进老师们不断提高教
学质量的三项措施之一，主要从教学
方法、备课情况、课外辅导等方面对
教师进行笔试和口试。除了月考，还
有临时抽考和家长、学生评比。李灵
说，这三项措施已坚持一年多了，效
果很理想。目的就是激励和督促老
师们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教育方法，
提高教学水平。

月考细节还没商议消停，坐在一
旁等了 20 多分钟的工程负责人吴先
生已有些焦急，忙瞅空插话。在建的
教学楼和宿舍楼预计 8 月底就能竣
工，楼前操场的绿化草案已拟好了得
让李灵看。这500多平方米的绿化工
程，包括草坪、花木、雕像等，预算约
30 万元。建筑施工方河南省红旗渠
建设集团决定无偿为学校建设。

整个上午的采访中，不断有教
学、后勤、施工负责人来找李灵商量
事，每件事都是迫在眉睫。4 年前的
李灵，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授
课和辅导学生上，角色更多是老师。
而今，教师队伍和学生人数都已翻
倍，她的角色变成了连轴转的管理
者。“学校的发展在大幅提速，孩子们
的安全和呵护一天也不能放松，现在
不得不基本放弃教学，把主要时间放
在管理协调上。”

“这是我今年最大的心愿，你看，二楼已经封
顶了，到今年秋季 9月份开学，就能使用了！”李
灵喜不自禁地说。

2009年8月，记者随本报帮扶团给李灵的孩
子们送桌椅书籍时，他们的教室宿舍还是用了
10 多年的砖瓦房。院子狭小潮湿，一些教室还
不时漏雨。而眼前的新校园，至少是以前的两倍
大，通风向阳。

据李灵介绍，在建的3层教学楼能容纳18个
班级、1000 多名学生。新学生宿舍楼也将是 3
层，能住下300个孩子，并设有6个室内浴室。

中午11时许，课间休息的女生周明月路遇李
灵说：“校长，咱这楼可真宽敞！得花多少钱啊？”

李灵擦着孩子额头的汗：“300多万
块呢！”

“300万块钱是多少？”
“就是用100块的钞票，装满一麻袋。”
明月的笑脸愣住了：“校长，咱别盖

那些楼了吧！那么多钱，到哪儿去弄
啊？”

李灵愣了一下很快爽朗地说：“没事
儿，有好心人和政府帮咱，就是再难，也得
把楼盖起来，让同学们敞敞亮亮上课。”

据副校长范照营介绍，工程资金主
要靠社会爱心人士捐助、政府帮扶筹集
和李灵自筹。

校园的变化，不仅仅是在硬件上。
在即将投用的新教学楼里，李灵已规划
好心理辅导室和音乐舞蹈室。这个年
龄的孩子，对父母的依恋很深，能和父

母一起生活，是种看似平凡却难以名状的幸福。
李灵认为，及时和经常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
导，非常必要。对此，东新区管委会也决定，从该
区示范中学协调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随时对这
里进行业务和师资上的支援。

在这所民办学校里，记者意外见到了6位公
办教师。美术老师陈红丽说，他们在这儿教学已
有一年了，都是周口市东新区管委会公派过来
的，工资由政府财政拨。李灵说，6 位老师经验
丰富，工作能力强，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帮助和扶
持。老师们则说，这里的工作氛围让人振奋，老
师责任心强，师生打成一片。虽然相对偏远，但
工作起来非常充实，很有成就感。

学校之变：

从过去连课外书都买不起的低墙旧瓦的潮湿小院
到即将建成可容纳18个班级的新教宿一体楼

未来之变：

民办？公办？民办公助？

目前，李灵希望小学的性质仍是
民办学校。除了6位公办教师，其余15
位教职工都是该校自己聘用的。民办
教师每人每月的工资需要 1300~1400
元，学校用水用电、学生吃住、教学设
备采购和维护也都要花钱。

对每个小学生，学校不收学费杂
费、住宿费。常年住校的包三餐，半年
只收伙食费 300 元，平均每天仅约 1.6
元。

学生家长和乡邻们都知道，从
2002 年办学至今，李灵和家人每年都
因办学赔钱。很多人包括区教育管理
人员都多次劝过李灵，应该考虑适当
提高收费了，至少要顾住成本。但李
灵一直不愿意：办学的目的本身就不
是挣钱，自己难点不算什么，得把这项
事业撑下去。

当地政府是否打算把该校“收编”
为公办学校？据东新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区里曾研究讨论过这个问
题，但综合考虑种种客观因素和李灵
本人意愿，他们认为目前不宜“收编”。

刘战西说，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
从周口市到东新区，党委和政府对李
灵及其学校都非常重视。

今年 5 月 31 日，周口市市委书记
徐光在儿童节前夕到李灵希望小学看
望孩子。他对李灵说，我们来看望留
守儿童，也来看望你，向你致敬。

据刘战西介绍，目前该区严格按
照国家规定，对该校落实“两免一补”
和生均经费的政策补助。

师资力量支援上，派出了上述6名
公办教师支教轮岗，并将这一措施长
期坚持。

上个月，为解决学校发展中的困
难，该区管委会专门资助了 20 万元。
今年 4月，周口市和东新区积极筹措，
将该校幼儿园10多万元的教育设施正
式纳入该市政府采购。

据他介绍，管委会领导班子对该
校和辖区民办学校的帮扶态度很明
确：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惠民帮扶必须
严格落实、不打折扣；对其他实际困
难，也要积极想办法帮助解决。

问起学校的未来，李灵说，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她的想
法很简单，让更多的孩子过得更好，健康
成长。至于将来是公办还是民办，只要
对孩子有利，自己做什么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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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灵 每
天都往新校
工地跑，看见
一 天 天“ 长
高 ”的 教 学
楼，她累并快
乐着。

被郑州晚报最先宣传的“最美乡村教师”李灵当选
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