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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
力 。“ 志 之 难 也 ， 不 在 胜 人 ， 在 自
胜。”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
困。我们注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
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既富口
袋也富脑袋，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
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

运。我们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
干、不愿苦熬”的观念，鼓足“只要
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的干劲，增强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性，让他
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脱贫群众

说：“现在国家政策好了，只要我们不
等待、不观望，发扬‘让我来’的精
神，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生活改变
了我，我也改变了生活。”

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
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只要我们始终
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
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

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
来 ， 就 一 定 能 够
不 断 创 造 出 更 多
令 人 刮 目 相 看 的
人间奇迹！

——摘自习近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2月25日）

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

女高校长张桂梅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张校长，请你举起双手。”视频聊天时，本报记者
这样“命令”张桂梅。

远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举起两只手。十个手
指、手掌上，贴满了白色的胶布。

“没有这些，手都伸不开。”张桂梅冲记者咧嘴一笑。

一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在雄壮的
《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奖章、证书、奖牌，
并向他们表示祝贺。

获奖者中，就有张桂梅。她因为身体太弱，是坐轮
椅上去领奖的。

在 讲 话 中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到 她 时 是 这 样 描 述
的——“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桂梅”。

“那天我的心情，首先肯定是激动的，但还有另外一
种语言无法完全表达的心情。那时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
中，我似乎觉得大山里面，那些跟着我们一起干了很多
年的、全校的老师们，好像都站在了领奖台上。这个奖
是他们的，我只是站在了前面。”回想颁奖那天，张桂梅
依然难以平静。

“我们山里的老师没白付出，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
大山里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被遗忘，所有撒遍大山的信任
与爱都没有被遗忘。我们学校这十几年的奋斗，山里老
师们世世代代的奋斗，真的值了。我跟大家说，这个奖
是我来替大家领了。”张桂梅说。

在此之前，张桂梅还获得了“感动中国 2020年度人
物”。颁奖词这么说她：“自然击你以风雪，你报之以歌
唱。命运置你于危崖，你馈人间以芬芳。她的故事，值
得你讲给孩子听。”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一结束，张桂梅就赶回
了华坪女高。在这里，孩子们没白没黑地学习，高三的
学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她心里急。尽管如今的张
桂梅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

“吃药。中药、西药、止疼药，都吃。”面对本报记
者问询，她轻轻地说。又叮嘱，“别讨论这事了，免得大
家为我担心”。

华坪女高成立于 2008年，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
子高级中学。张桂梅是首任校长，至今仍拖着满是伤病
的身体，带领全校师生们向前进。

二

张桂梅不是云南本地人，而是来自遥远的黑龙江。
17岁时，她来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从此扎根。

照片上，17 岁的张桂梅梳着可爱的双马尾，穿一件
花衬衣，戴一副黑框眼镜，咬着嘴唇微笑，露出一口洁
白的牙齿。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笑得天真无邪。

如今的张桂梅，脸庞干瘦，岁月在她脸上如刻刀般
留下了许多皱纹，照片上她始终眉头紧皱，似乎永远在
为孩子们担心，为大山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焦虑，忧国
忧民。

毕竟，一晃 47 年过去了。曾经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如今已经成为几千名孩子的顶梁柱，大山里点亮火把的
人，感动整个中国的高中校长。

张桂梅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是有其过程的。
1990 年，从丽江教育学院毕业后，张桂梅随丈夫到

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古镇一中任教，但好景不长，1993
年末丈夫被诊断出胃癌晚期，14个月后病逝。中年丧夫
的打击，让她想“逃离”，于是来到了地处金沙江中段的
丽江市华坪县。

可她坎坷的命运并未就此完结。1997年4月，刚调到
华坪县中心中学的张桂梅，收到了子宫肌瘤的诊断通知
书，需要马上住院治疗。哭了整整一夜后，她把诊断书
锁进了抽屉，一直坚持到 7 月，把学生送进考场。这时
候，医生发现，需要为她切掉足足5斤重的肿瘤。

从那时至今，张桂梅得过很多病，但任何一次得病
时，在学生和治病之间，她都毫不犹豫以学生为先。

2001 年，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资助的慈善
机构希望张桂梅当院长。既当中学老师，又当孤儿院院
长，这双重经历，让张桂梅对大山里的贫困问题看得更
清晰了。她发现，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是男生多女生
少，“一些女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女
孩早早辍学，或帮父母种地，或外出打工。很多女孩子
初中毕业的年龄就结婚生娃，她们对家庭的贡献，可能
就是赢得了一份彩礼，却因没受过教育、走不出大山而
让贫困的生活一代代循环往复。

张桂梅萌生了一个念头：“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
让山里的女孩子能接受高中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

2008年8月，张桂梅梦想成真，华坪女高成立。
张桂梅的想法，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也得

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支持。教学楼的墙上，贴满了每

一笔捐款的来源。在这个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不
但免学费，就连课本、住宿、校服都是免费的。

与正常高中不同的是，这是一所没有录取分数线的
学校。只要是初中毕业、愿意读高中、来自贫困家庭的
女孩子，学校都无条件接收。

建成之初，女高条件极其艰苦。没有食堂、没有围
墙、没有宿舍、没有厕所、没有保安，张桂梅顶住压
力，带着女教师跟学生一起住进由教室改成的学生宿
舍，请男教师在楼梯间用砖头和木板搭起简易床铺，全
天轮流值守。一位老师回忆，初见女高时，“就是一栋孤
零零的房子矗立在一块四周长满荒草的空地上，除此之
外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学生，都是张桂梅苦心留下来的。
这所学校，从不开家长会。从女高第一年招生开

始，张桂梅就走上了家访之路。她身体不好，身患多种
疾病，其中包括小脑萎缩，经常走路失去平衡。但这些
年，她一步步走山路，拖着疼痛的双腿，翻越一座又一
座大山，走到学生家中了解情况。她尝试过自己租车，
也骑过马和摩托，肋骨断了两次。后来县里派车帮助她
家访，可几乎每一个学生家里都还有一段要步行的小路。

到2020年，张桂梅的家访行程超过了11万公里。
为这所学校，张桂梅吃尽了苦。曾经有五六年，她

连续外出求助，甚至一度被人误认为是乞丐。十余年家
访，她曾迷路深山，也曾误入悬崖，曾行到车无路、累
到人无力，却坚持骑马出山，无怨无悔。

老师们也跟着受苦。张桂梅告诉记者，老师们来了
一波又一波，这些年，有太多老师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工
作节奏，选择辞职或者调走，学校只能频繁地换老师。
如今，学校里的 50位老师，从建校起跟她坚持至今的只
有4位。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师坚持到了5年以上。

有人质疑张桂梅哗众取宠，她回以一句：“谁拿命哗
众取宠？”

即便受了这么多苦，张桂梅也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在

党和国家坚定推行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我只
是一个‘主持人’。政府加大了扶贫力度，全社会奉献了爱
心，我们为这些孩子助力，让她们飞出了大山。这不是我一
个人能办到的，是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合力做到的。”

也许正因如此，从北京一回去，张桂梅就把获的奖
全部捐给了县里。她想让全县人民都能看到，党中央对
人民的关心，对下一代的关心和爱护。“我希望这些奖
章、证书、奖牌放在那里，能给他们加油、鼓劲。”

其实，张桂梅已经把自己获得过的200多个奖，全部
都捐给了县里。

四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
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
藐视卑微的懦夫。”

这是华坪女高的校训，很多网友读到这个校训时泪
流满面，不仅因其雄壮、励志，更因为这些校训激励
的，是偏远山区里为人生、为未来奋斗的女孩子们。

谈起为何写出这样的校训，张桂梅说，校训给了孩
子们自信，让她们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和山外的孩子一
样相信读书能改变自己，能改变父母，能改变家庭状
况。“要走出大山，一定要有勇气。”

2020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159人参加高考，150人
考上本科，一本线以上 70 人，600 分以上 17 人。从 2008
年至今，华坪女高在 12 年内先后将 1804 名女孩送出大
山，为1000多个家庭带去了希望。

成绩，是干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在高三学生办公室，张桂梅给记者算了孩子们的作

息时间。早上5时30分起床，上课到中午12时；中午10
分钟吃饭时间，吃完饭再上 40 分钟课，休息 1 小时；下
午 1 时 50 分上课到 5 时 30 分；花半小时完成吃饭、刷
牙、洗脸、洗脚、打水、整理宿舍；晚上6时上课，一直

到夜里12时20分，回宿舍休息。
从早上 5 时 30 分起床，到第二天凌晨睡觉，这就是

华坪女高的秘诀。
在这个过程中，张桂梅的喇叭从不停歇。催促学生

上课、吃饭、自习、做操。从早上 5 时 30 分开始，她用
喇叭喊出的催促声，便要伴随孩子们一整天。她对时间
要求极其苛刻，耽误一分钟都不行。前不久，一位前去
考察的领导甚至为孩子们“说情”，他提醒正要处罚一个
学生的张桂梅，时间还差 30秒……说起这个，张桂梅对
记者感叹，这些年自己一直不敢心软，怕对孩子们心软
了，日积月累，课又落下了。

张桂梅的喇叭，伴随着学生们起床、早读、宣誓、
唱歌、吃饭、午休、晚安。这样的喇叭，她在办公室、
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一共备了四把，随时可以催促。
她想让孩子们在生活习惯和时间观念上与城市接轨，与
现代社会接轨。

高三学生教室里，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摞了半米高的
教材和习题集，桌子上几无空余。张桂梅环顾一周，告
诉记者，这只是一个教室，其实还有一个“副教室”，里
面放满了学生们的箱子，里面装的也是书。

背地里，学生们给张桂梅起了无数“绰号”。她自己
都知道，掰着手指跟记者数，“大魔头”“半夜鸡叫”“容
嬷嬷”……

“我们哪有什么教学模式，就是老师苦教、学生苦
学、政府苦供。”张桂梅跟记者感慨，“我的学生可以
考到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我们是用命换
来的。”

五

张桂梅也不是只有看上去“冷酷”的一面，她的温
情，是默默的。

2020 年秋天，因为发现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买
不起饮料，这位把工资卡交给福利院和女高财务共同使
用、连好饭都舍不得吃的“老抠门”，居然拿出 5000元，
请全校学生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她想用这杯奶茶，
维护每一个大山里女孩的自尊心。

她不允许别人用“贫困”来形容这些女孩，而是称
她们为“大山里的女孩”。

越来越多人理解张桂梅。
许多学生家长回来找到她，心有余悸地表达感谢，

幸亏当初听了张校长的话——有的家里面，两个姑娘都
从这个学校毕业；有太多家庭，因为姑娘大学毕业后找
到工作，如今盖上了大房子；有很多家长跟她说，共产
党真好、政府真好……

“我们这个学校的存在本身，变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
梁，大家心里明白，没有党和政府，这一切都不可能。”
张桂梅说。

许多学生回来，想要看看张桂梅，都被她赶走了。
她立了个规矩，走出学校以后不要回头看，要花更多的
时间去做该做的事，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这些
年，学生们争气，当警察的、当老师的、当医生的很
多，既有从事科研工作的，也有去西藏当兵的，真切实
现了张桂梅的期盼。

不少学生想反哺学校，比如捐出第一个月的工资给
学校。在认真讨论之后，张桂梅要求所有班主任群发通
知，挣了钱就带给父母或者给家乡，不能给学校，学校
有党和政府的支持。

让张桂梅感动的是，有两个在西藏日喀则当兵的学
生，不停地往学校打电话。张桂梅终于接通后，问她们
是不是吃苦了才打电话来。结果两人回答，“我们不怕吃
苦，就怕没有苦吃”。那一刻张桂梅既难过又高兴，她觉
得这些年的红色教育真的有了结果，孩子们不怕吃苦、
勇于奉献，继承了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

如今，张桂梅希望，能有更多城里的老师加入到这
个队伍中来，带来更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她想让孩子们
的成绩更上一层楼，完成多年以来未竟的心愿。

张桂梅多年未竟的心愿，是家访时一位山里老人跟
她说的。老人说，听说最厉害的学校叫清华、北大，但
咱山里人从没考上过，你能不能把我们的孩子弄进去一
两个？张桂梅记得，自己答应得很轻松，如今时间过去
七八年，老人都不在了，这个心愿却始终没有完成。

“我给老师们讲，我们一定要硬考进清华、北大，不
要靠照顾。这届不行就下一届，完成大山里祖祖辈辈女
孩子们没有做到的事。”张桂梅坚定地告诉记者。

直到如今，在云南大理的春天，每天一大早，张桂
梅都会从女生宿舍的铁架床上爬起，来到教学楼，颤巍
巍地从一楼爬到四楼，把每一层楼道的灯点亮，然后开
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教室外，操场边的崖壁上，印着一个巨幅标语：“共
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

张桂梅在办公室里填写教学楼巡查记录。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张桂梅在办公室里填写教学楼巡查记录。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张桂梅和学生们在一起。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张桂梅和学生们在一起。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张桂梅 资料图片

张桂梅在检查学生上课情况。
陈欣波摄 （新华社发）

张桂梅在家访时与学生家长交谈。
王秀丽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