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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前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及第27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欣闻《拐杖校长覃东荣》一书由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甚感欣慰。    张家界市山村教师向晏漪经过四年的实地采访，撰写出真实反映贫困山
区中小学大力推行教育教学改革，全力落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纪实文学作品《拐杖校长覃东荣》。
在教育强省、文化强省的战略中，相信此书的出版定会成为湖湘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定会为繁荣湖湘
文化增添新的色彩。    《拐杖校长覃东荣》记叙了覃东荣同志的真实事迹，作品紧紧抓住“师德”这
个主题，真实反映了我省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贫困山区义务教育学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艰辛与困苦
。同时，通过覃东荣同志的先进事迹，激发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贫困山区的教育。    一个普普通通的
山村小学校长，为何辞世十余年还未被人们遗忘？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成百上千的人们自发地去缅怀他
，去祭奠他？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引起人们对他如此的崇敬与爱戴？只要你饱含深情地读完此书
，定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覃东荣同志无限忠诚于党。1938年农历三月，覃东荣出生在湘西北张家界
市永定区教字垭镇七家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贫出孝子，为了照料三个弟弟及常年生病的母亲，
他用稚嫩的双肩同父亲覃服周撑起贫困之家。15岁那年他终于在党的关怀下走进学校。他曾经这样写
道：“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的知识是党给的，我要报答党的恩情，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要让所有读不起书的孩子都有书读。’’他千里徒步投亲找工作，在垃圾堆里捡拾可写的
演草纸和可穿的鞋袜，他这种艰苦求学的精神至今值得青少年学习与传承。    覃东荣同志爱生如子。
在学生发生危险时，他奋不顾身跳入滚滚洪流中去抢救，与汹涌无情的洪水搏斗。最终学生得救了，
而他却落下终身残疾，从此拄了拐杖。    历史不能重复，但可以思考，在思考中寻找教训，捕捉规律
，再创造新的历史。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学会在失败中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了不
起的民族，一个会在困苦中不断探寻新的真理的民族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覃东荣同志无限忠诚
党的教育事业。他身残志坚，舍小家为大家．以校为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大力推行素质教育，
顶住各种压力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学办成“全国先进单位”，其中的艰辛
与困苦无人知晓。为了不让贫困学生辍学，他拖着一条残腿拄着拐杖、手脚并用爬遍青山，用真心留
住学生，用真情感染家长。他在送自己三个子女读书都感到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毅然同妻子伍友妹收
养了六名贫困学生，管他们吃住送他们上学，并把他们培养成材，让人无限感动。在他人格力量的感
召下，他所管理的学校成为“全国先进单位”及贫困山区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优秀集体，该校教
育目标管理经验率先在全省农村中小学推广。    覃东荣同志廉洁奉公、淡泊名利。他主动将省劳模荣
誉辞让给别人．他真诚拒绝《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他处处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上级领导来校检查工作，在学校食堂招待客人，他要学校其他分管领导作陪，而他始终同老师们一
起吃大锅菜。他这种不搞特殊、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作
为共产党人就应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时刻想着老百姓，时刻想着党和人
民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工作的实绩来诠释共产党人的本色。    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至理名言用在覃东荣身上最贴切不过。覃东荣与妻子伍友姝为了党
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一生。他们夫妻俩虽都只活到58岁就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忘我工作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覃东荣同志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不要为我买寿衣，
就穿旧衣，不要开追悼会，不要立碑，把节省下来的钱多扶助几个上不起学的贫困学生，不然我死不
瞑目！”多好的同志，多好的教师，多好的誓言！他真正做到了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覃东荣同志是全省人民特别是教育系统教职员工的一面镜子，是一本现实版的教科书。深
信此书将会对湖南的教育事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本值得广大党员干部、教师、青少年一读
的鲜活教材。    是为序。    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  刘亚南    201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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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内容概要

这本《拐杖校长覃东荣》由向晏漪所著，讲述的是：覃东荣是湖南张家界山区的一位小学校长，一生
致力于贫困山区教育事业。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出身贫寒，执教数十年，一心为发展贫困山区的教育
事业而奔波忙碌。他虽然家境贫寒，却收养了6个贫困儿童，并资助他们读书。他两次于危难中救人
，导致残疾，行走需要拄拐杖，从此被人称为“拐杖校长”。
    这本《拐杖校长覃东荣》适合普通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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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作者简介

向晏漪，本名覃盟，土家族，湖南省张家界市人。著有《不朽的师魂》《编外妈妈》《拐杖校长覃东
荣同他的六个“儿女”》《献身贫困山区教育的“拐杖校长”》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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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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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章节摘录

这天，苍天悲泪，老天也鸣不平。    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瓢泼似的暴
雨在大声哭泣！当晚，教字垭地区教育办的几名领导听说覃东荣同志逝世的消息后，连夜派车，将覃
东荣的遗体运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七家坪(那时张家界地区没有火葬场，人死了都是土葬)。    灵车运
回七家坪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当时没人声张、没人叫唤、没人组织，但乡亲们还是知道了，他们
有的拿着手电筒，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打着火把，都撑着雨伞早早地等候在通往覃东荣家小路的两旁
。覃东荣校长的遗体一下车，人们就用伞遮着车门，生怕他们的“拐杖校长”被雨淋着。接着，大伙
簇拥着，抬起装着覃东荣遗体的担架缓缓前行。那担架的后半部分，有少量的血液在往下渗滴，那是
从覃东荣校长遗体上腐烂的双脚流出的！    遗体运至覃东荣老家后，乡亲们帮助装殓入棺，那棺材是
镇完小罩帮助置办好的一副杉木棺。人们为他换寿衣时，在他身上原穿的旧衣口袋里没有发现一分钱
，只找到一张陈旧发黄的材料纸，上面记着他生前借别人的账单。乡亲们看到那开始腐烂的背部以及
腐烂得能看得见骨头的双脚还在流血时，忍不住泪如泉涌。    虽然覃东荣的遗体已发出难闻的气味，
但是想看覃校长最后一眼的乡亲们还是不断往屋里挤。族弟覃正新含泪找来一块布将腐烂有洞的双脚
包住，再用黑线缠紧。覃东荣的家没有衣柜，衣服都堆放在一张破床上，几个人在那破床上翻来翻去
找了好长时间，还是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衣服上不是补丁就是有洞。有的乡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哭泣着说“覃校长啊，覃校长，你每月还是有两百多元的工资！难道你生前连买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
？人家扶贫助学都是有钱人，而你家三个儿女都在读书，自家本来就穷困潦倒，还收养六个辍学儿童
。你看你，你去世后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寿衣，东荣弟，你⋯⋯苍天啊，你作的什么孽呀！”    没办
法，乡亲们最后只好将几件破烂不堪的运动衫作为寿衣给他穿上。那腐烂得能看得见骨头的双脚，也
只穿了一双有洞的袜子和一双旧布鞋。见了这场面，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流泪、叹息⋯⋯    坐在旁边的
伍友妹也很难过，但她深知丈夫是不会责怪她的，因为他们夫妻做的都是善事。穷一点，装殓差一点
，不算什么，丈夫生前多次叮嘱过她，死后不要为他花费什么，连寿衣也坚持不让她买，说只要有旧
衣穿就行了⋯⋯    这就是被当地百姓称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拐杖校长”！    这就是以校为家，
义务守校、加班加点不计报酬，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贫困山区教育事业，被教委领导誉为“一条山区教
育战线默默耕耘的孺子牛”！    这就是清正廉洁、高风亮节的“焦裕禄式的共产党员”！    这就是“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楷模覃东荣！    第二天，覃东荣病逝的消息，在全镇一传十、
十传百、百传千，到中午时分，成千上万的师生、家长、干部群众，竟都自发地冒雨从四面八方涌至
望军岩山脚下的七家坪，他们都想见尊敬的覃校长最后一面，都想为他送行。区教委副主任覃程、办
公室秘书熊永清代表区教委、区教育工会，赶来慰问覃东荣老校长的亲属。    人们还是要违背覃东荣
老校长的意愿，自发地为他举行追悼会。人们胸戴白花，臂缠黑色的挽幛，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肃穆
。追悼会由教字垭教育办副主任胡大勇主持，教字垭教育办主任吴伯云致悼词。    集体默哀三分钟后
，吴伯云主任悲痛地说：“各位领导、乡亲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今天自发地冒雨来到这里，举
行遣障大会，沉痛悼念覃东荣同志。他是为了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累倒的，是为了抢救学校财产而致残
的！他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逝世是我们教字垭镇教育事业的巨大损失，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    吴主任边哭边说，哽咽着，实在说不下去了，等情绪稍微稳定后，他擦干眼泪，继续说，“当
学生发生危险时，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为了抢救落水学生，造成左腿残疾。他为了不让穷孩子
失学，上坡手脚并用爬，下坡手脚并用滑，拖着残腿拄着拐杖踏遍了我们教字垭镇的每个角落。他为
了罩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自家三个子女读书、家境相当穷困之下，毅然收养了六名辍学儿童，不
仅供他们吃住，还供他们上学。在他那爱心的感召和帮助下。教字垭完小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率先在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不仅是老师们的榜样，党员、干部的
楷模，而且是全社会人们的楷模。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镇最优秀、最受人尊敬的‘拐杖校长’，他
把一所山村小学办成了全国先进单位⋯⋯覃东荣校长永垂不朽！”    一篇不到五百字的祭文，吴伯云
主任竟然说了二十分钟！    听罢悼词，当人们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时，突然，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声
又响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望向覃东荣校长的灵柩，只见灵柩前跪着六个青年模样的人，四男二
女，原来，他们是被覃东荣校长曾经抚养过的贫困学生。第一个被覃东荣校长抚养的伍良平用头使劲
地磕着地，抽泣着说：“覃校长啊，覃校长！我们的好校长⋯⋯您怎么走得这么早！您是为了抚养我
们这些贫困学生才累倒的！我们还没有报答您半滴恩情⋯⋯呜呜⋯⋯您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东借西凑，拼命地抚养着我们，供我们上学。覃校长⋯⋯覃校长啊⋯⋯我们对不住您！哪怕只为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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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半斤糖，买一件衣⋯⋯我们的心里也会好受些⋯⋯我对不住您啊！覃校长⋯⋯我太无用了！呜呜⋯⋯
”    一个三十几岁的高大汉子，头碰灵柩，悲痛欲绝。他，就是当年被覃东荣校长从汹涌的洪水中舍
命救起的学生杨贤金。此刻，只见他手扶灵柩，痛哭流涕地说：“覃校长啊⋯⋯覃校长⋯⋯我的再生
父亲！我的救命恩人⋯⋯我还没有报答您恩情⋯⋯您就这样走了！呜呜，我对不住您啊！那么大的洪
水⋯⋯除了您⋯⋯谁敢救！您瘫痪在床三年，我没有伺候您一天⋯⋯您这样走了⋯⋯我的良心不安啊
，我太无能了！呜呜⋯⋯”P00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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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杖校长覃东荣》

后记

当今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坚持信仰并有信心为坚持这个信仰直面坎坷的公民，我们需要一个呼喊民声
并为竭尽全力保民生的共产党人。张家界的拐杖校长覃东荣就是这样一位好公民、好共产党人。他高
举共产主义旗帜，坚信社会主义美好；他站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殚精竭虑；他舍
小我为大家，心系百姓疾苦，一生清正廉洁。覃东荣那廉洁奉公、舍己救人、艰苦奋斗、大力推行教
育教学改革的崇高献身精神在人们心中永不磨灭。他的事迹唱响了为民而活的崇高品德，成为人们争
相学习的榜样。    人去精神留。在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学习时，我们想，不能让覃东荣同
志的精神永远埋在土层深处。他的精神不应该只属于他本人，而应该属于整个社会。我们还是要违背
他的遗言，将他们夫妇献身贫困山区教育的感人事迹撰写出来，予以推介。报告文学《不朽的师魂》
经新华网、新浪网、人民网、央视网、红网、湖南在线、《三湘都市报》、湖南教育台、《张家界日
报》、市区电视台、张家界公共论坛等媒体专题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不到三个月，红
网的点击量就突破了27万。    本书主要记录了覃东荣校长的助学义举。覃东荣月工资不到200元，家里
穷得叮当响。在家庭经济状况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了贫困山区早目脱贫
致富，他同妻子伍友妹毅然收养了六名失学儿童，六年如一日抚育他们直至他们初中毕业。他去世时
，家里一贫如洗，他所有的衣服不是有补丁就是有破洞。乡亲们为他的遗体穿衣时，竟找不到一件像
样的衣服，最后只好含泪将两件破烂不堪的运动衫作为寿衣穿在他身上⋯⋯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再现
了模范校长覃东荣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只是在教育战线上无私奉献、默默奋斗的千千万万教育工作
者的一个缩影，从他身上，人们领略到一大批教育工作者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和执著的追求。笔
者出皈本书，一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覃东荣，学习覃东荣精神，出现更多像覃东荣这样的其产党人
，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二是想让人们了解贫困山区发展教育的艰辛，激励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贫困山
区的教育；三是想将本书销售收入用于成立覃东荣教育基金会，将他扶贫助学的火炬永远地传承下去
，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能够了解这个基金会，并伸出关爱之手。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得感谢很多领导和爱心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省财政厅厅长李友志为本书题
词，湖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刘亚南和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孝听都为本书撰写了序言。著名
书法家、人民日报社《人民文摘》杂志社副社长李优良为本书题写书名。最让人敬佩的是，获悉我们
要出版本书后，已经94岁高龄的刘亚南先生不顾自己年岁已高，一个星期内就将精心撰写好的序言寄
给我们。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对祖国下一代的关怀，让人无限感动！本书在创作之初得到了原公安
部第九局局长童少琴，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彭清国，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陈元魁，湖南省政
府机关事务局覃觉非，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吴必文，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教育局原局长
彭长首等领导的大力支持。    本书初稿完成后，得到张家界市委书记胡伯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杜芳禄，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凌之，副市长刘曙华，市副厅级干部、永定区委书记刘泽友，区委
副书记、区长陈竞，市教育局局长彭红、常务副局长姚运武等领导的鼎力支持。胡书记、肖部长、刘
书记、姚副局长就本书的出版发行及解决所需经费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肖部长就该书构架、体裁及
内容予以把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清化、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邓少文挤出时间分别为本书主人公作
歌词、谱曲。市政协原副主席、市作协主席罗长江帮我们联系出版社，并在他的《神话与绝唱：张家
界》及《张家界读本》中重点推荐过本书主人公。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石继丽，张家界市委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刘晓平对本书的构架、修改及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并给予全力支持。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衷心感谢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谭大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教育基金会常
务副理事长甘其受，市政协副主席、市科协主席覃仕斌，市林业局局长覃汉初，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姚
振军，永定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欧湘云，永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赵云海，永定区委常委、副区长
姚晓丽，原永定区委常委、副区长周琼，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赵文胜，永定区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陈世伟，永定区教育局局长刘经让等领导就本书的出版发行及解决所需资金的问题或作批示或给
予大力支持。    感谢张家界日报社副社长王文钊对文章的内容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永定区委机要
局局长宋毅利用休息时间看书稿，并对书稿章节标题提出了修改意见；教师彭平洲在初稿创作之时经
常将书稿拿到家里修改，在遣词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教师覃建新对书稿的整体谋篇及后记撰写提出合
理的建议；自由撰稿人屈先登对初稿的部分童节进行相应调整并修改润色；张家界日报社总编室副主
任李康学花了一个半月对本书初稿结构作调整，并进行修改润色；退休老教师陈子玉、石福初不顾年
岁已高，很重视本书的出版工作，就该书体裁、构架及内容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感谢人民日报海外

Page 8



《拐杖校长覃东荣》

版主任记者郭剑峰，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宏，湖南省作家协会组联部主任曾祥
彪，《作家天地》编辑容美霞、蔡乐云，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艳雄，华声湖南经济网
总监谢作钦，消费日报社湖南记者站副站长谭凤山，新金融时代杂志社执行总编辑陈成，华众维权报
主任记者秦泰东，湖南日报《新农村》周刊主编孙治国、要闻时体部主任编辑周小雷、专刊部记者刘
科，当代商报记者米春龙，湖南省世界语协会副会长唐仁学，湖南人民出版社龙仕林主任、编辑刘莹
、黎红霞，湖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齐兰贵，永定区交通局局长龙志荣，区工商分局局长龙泽
安，区移民局局长伍广，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田开宇、副理事长孙泽勇，张家界市公安局荷花机场公
安分局局长赵德贤，韶山市文物局副局长张郑州，张家界一中校长覃程、书记覃正明，教字垭镇党委
书记张世惠，教字垭镇中心学校校长陈建平，教字垭镇联校原校长罗振声，七家坪村党支部书记兼主
任李会耕及大桥中心学校校长李娟、常务副校长覃太平等对本书撰写、修改与出版发行给予大力支持
。    感谢光明日报湖南记者站站长唐湘岳，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站长刘际雄，中国产经新闻湖南记
者站站长杨德成，新华网湖南频道编辑李荔，湖南教育报刊社副社长龚鹏飞，记者刘秋泉、阳锡叶、
刘茜，三湘都市报新闻部主任李贵红，湖南教育电视台副台长熊名辉、新闻中心主任曹智坤、记者周
大军、吴冠村，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张家界站原站长杨建国，张家界日报社记者覃兴华、杨远明，张家
界市区电视台记者欧拥政、毕虹琳、罗建、李文彬、胡硕亮、高钱华、金海峰、覃松辉，张家界市政
府公众信息网总编辑杨晓文等各级媒体对本书主人公覃东荣及妻子伍友妹作了专题报道或给予高度关
注。    在本书撰写、出版发行中还要感谢下列单位给予支持：中共张家界市委、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市教育局、市教育基金会、市林业局、市烟草专卖局、张家界日报社、张家界电视台、张家界市政
府公众信息网、永定区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教育基金会、区交通局、区工商分局、荷花机场公安分
局、区移民局、张家界唯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鑫辰投资有限公司、张家界维港十字街房地产
开发公司、永定区个体私人协会、张家界一中、教字垭镇党委政府、教字垭镇中心学校、大桥中心学
校、教字垭镇中学、教字垭镇中心完小、七家坪村、教字垭居委会、甘溪峪村、竹元坪村、中坪村、
覃家湾联组等。    感谢下列个人为我们提供素材或给予支持：倪新国、周歧锋、王凌燕、李三陆、向
佐政、胡大勇、熊隆奎、李刚林、覃遵斌、覃正端、吴胜寒、王洪、吴光金、覃正田、李光银、赵如
秋、伍良平、黄士祥、曹太儒、吕志雄、陈自明、覃正业、石振清、伍海生、伍凤华、代新华、吕启
银、吴光林、吴正齐、吴胜群、覃正春、覃大群、李家友、吴明伦、吴胜佳、向佐周、向佐明、向佐
顺、向佐端、熊金桃、覃建新、吴明全、伍建国、伍方西、向小桃、陈生祥、覃大云、覃金春、覃玉
林、覃双艮、熊廷尧、覃子暢、吴伯云、熊朝流、熊正义、熊风鸣、吴贵芳、覃正胜、刘少文、薛伯
平、石家奉、徐大学、吴国祥、向绪华、伍国清、杨贤周、赵兴佳、刘经志、刘佳新、周志诚、覃新
显、覃大安、覃正脉、覃大雅、覃福生、熊爱鸣、覃基虎、覃大儒、覃志齐、陈国仪、张福祥、覃锦
、曹勇、熊程、吴三才、吴永恒、吴胜军、吴伶俐、许云静、秦泰东、聂井周、陈银周等。感谢为开
展向主人公覃东荣学习活动签名的所有党员、教师及群众代表！    很多企业和个人还为本书出版提供
了经费。富有爱心的张家界唯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唯读、湖南鑫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计成，他们听说出版本书资金短缺时，当即表态赞助支持出版本书，令人热泪盈眶；刚参加工作不久
的长沙某单位管理咨询师郭应军听说我们将用本书销售收入成立覃东荣教育基金会，却缺少出书经费
时，当即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2000元当成此教育基金的启动资金，交到我们手里，此举令人感动
；永定区个体私人协会从有限的办公经费中挤出1000元捐给我们，让我们深受感动。    另外还有一些
朋友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    没有你们的赞助，没有你们的支持，
出版本书可能只是一个梦想。衷心谢谢你们，祝好人一生平安！    在撰写过程中，虽然笔者已经竭尽
全力，但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未能将“拐杖校长”覃东荣的光辉事迹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存在
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完善。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本书撰写、
出版发行及覃东荣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各界人士！    笔者于20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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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生命是党给的，我的知识也是党给的，我要报答党的恩情，报效祖国，把我的一生献给党
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要让所有读不起书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有书读。”　　——覃东荣　　　　“是牛
就不要误春，要发扬老黄牛精神，默默奉献。我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拿的是人民的血汗钱，要对得
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孩子。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学生入学，决不允许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　　——覃东荣　　　　“我什么也不图，我图的是孩子不能失学，不能没有文化。虽然我家穷，
但再穷再苦，不能苦孩子，孩子不能失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收养的失学儿童）
送到初中毕业。”　　——覃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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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拐杖校长覃东荣》由向晏漪所著，主要记录了覃东荣校长的助学义举。覃东荣月工资不到200元
，家里穷得叮当响。在家庭经济状况相当艰难的情况之下，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了贫困山区早
目脱贫致富，他同妻子伍友妹毅然收养了六名失学儿童，六年如一日抚育他们直至他们初中毕业。他
去世时，家里一贫如洗，他所有的衣服不是有补丁就是有破洞。乡亲们为他的遗体穿衣时，竟找不到
一件像样的衣服，最后只好含泪将两件破烂不堪的运动衫作为寿衣穿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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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写得真不怎样。倒是人物事迹真的很感人。特别主旋律的一本书。找了各种政治人物做序推荐
，我挺反感。虽然这书肯定不是靠版税来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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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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