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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奋斗者

托起山区女孩读书梦

（一）

刚刚从大理调到华坪县民族中学任教

时，张桂梅发现学校里不但女生数量少，

而且时不时有女生从课堂上“消失”。

“我们班上一名女生成绩还不错，

后来也没请假，没跟老师同学说一声就莫

名其妙不来上课了。”张桂梅回忆说。于

是，她决定进山，到这名学生家看看究竟

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张桂梅带着同事先乘

车后步行，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后，终于

来到女孩位于大山里的家中。“我们到她

家的时候，她没在家。”张桂梅说，“经

过与家长沟通、交流，我们才得知，她被

父母许配给邻村一户人家了，婚期也马上

就到，所以才没去上学。”

眼看着这名10多岁的女孩，即将和

她的父母一样，一辈子被困在这茫茫大山

里，张桂梅心如刀割。

于是，张桂梅决心说服家长，让孩

子跟她回学校上学：“你们只要把孩子交

给我就行，学费、生活费都不用你们承

担。”“张老师，女娃娃读再多的书、识

再多的字，早晚也是别家的人。”家长的

一席话，给了张桂梅一记闷棍，打在她的

心上。

张桂梅没有放弃劝说，她找到村干

部，请村干部出面给女孩的家长做工作。

“对方的3万元彩礼钱，我们都已经收

下……”最终，张桂梅和村干部都没能打

动孩子的父母，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和

苍白。

但张桂梅一直坚信：“女孩子受教

育，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她决心为

华坪这个贫困县筹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

高中。

（二）

2008年8月，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华坪女子高中建成，9月正式开学。

“华坪女子高中首届招收100名学

生，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张桂梅

说。然而，让张桂梅始料未及的是，因入

学分数没有门槛，学生普遍基础较差，成

绩始终提不上去。

学生基础差，老师需要付出更多。

“学生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很多课程都

要从初中，甚至从小学补起。”华坪女子

高中一名老师回忆说。

“好不容易家长才把学生送来给我

们，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教出

来，至少考进‘二本’以上学校。”面对

张桂梅下达的、在当时看来不切实际的任

务，老师们纷纷打起退堂鼓。加之学校条

件简陋，建校才半年，17名教师就有9名

提出辞职，只剩下8名教师，华坪女子高

中的教学工作几乎陷入瘫痪。

眼看学校快要办不下去，县里计划

将学生分流到其他高中继续就读，并承诺

依旧全免费。

心灰意冷的张桂梅整理资料，准备

交接工作。在整理老师们的资料时，她眼

前一亮：“我发现这8名教师中，有6名

是党员。”于是，张桂梅找来那6名党员

教师，对他们说：“如果在战争年代，哪

怕阵地上只剩一名党员，阵地都不会丢

掉。而我们这些党员，还把党交给我们的

这块‘扶贫阵地’给丢了，你们痛心不痛

心？”其他党员异口同声地说：“张老

师，你说怎么办吧？”“让我们从重温入

党誓词开始，重新再出发吧。”张桂梅回

答道。

学校没有钱买党旗，他们就在二楼

楼道的墙面上手绘了一面党旗，把入党誓

词写在墙上，张桂梅带着党员们面对党旗

宣誓。还没有宣誓完，大家都哭了。

党员在，党组织就在，有党组织，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学校翻开

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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