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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临汝县县长戴光令授意县劝学所所长张德福（塔寺街人），主持在塔寺建立第一初级小
学，后演变为塔寺小学。至今，塔寺小学已走过百年历程。

塔寺小学是汝州城区教育从义塾教育到学堂教育的见证；也是汝州基础教育的缩影。历经一个世

纪的风雨兼程、春华秋实，塔寺小学走过了初级小学、完全小学、小学“戴帽”中学、5年制小学、6年制
小学、教育集团 6个发展阶段，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成为汝州市基础教育的一朵“金
花”。

在庆祝塔小百年华诞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赤胆忠诚、呕心沥血的“教育人”。他们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勇担筑梦育人使命，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为塔小的辉煌贡献出智慧力量。

世纪风华，弦歌不辍。让我们汲取老一辈“教育人”的奉献精神，赓续百年初心，担当育人使命，创造

教育新辉煌。

张金凤，女，1935年出生，河南省渑池县人，1952年毕业于渑池短师培训学校，17岁参加教育工

作。1964年调至临汝县（今汝州市），先后在东街小学、西街小学、街道中学、塔寺小学工作，躬耕教坛 40

年。其中 1985年 7月———1992年 7月在塔寺小学担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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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 3月的一天，我在上班途中遇到一位同
学，我俩因为好久未见，就站在路边聊了起来。聊工

作，聊生活，聊到校园生活时，她说：张校长去年去世

了。啊？我在刹那间惊讶得目瞪口呆！旋即，眼泪夺眶

而出。我不知道我是如何与学友告别的，我只记得，我

的眼泪怎么擦都擦不尽。行至市标西南处，我再也抑

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停下自行车，伏在一棵白杨树上

的树干上嘤嘤啜泣。

这是真的吗？张校长，那个长着一双笑眯眯的眼

睛的张金凤校长，那个慈祥得像母亲一样的张金凤校

长，那个仿佛昨天还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世界观、价

值观、人生观”的张金凤校长，怎么就“去”了呢？

立德树人，培根铸魂

初识张校长，是在 40多年前，那时的我正在备战
中考。在一次中考预赛后，校领导召集我们成绩排在

前十名的学生，要给我们再加油再鼓劲。我进到教导

处后，看见一排凳子已经摆好，只是凳子上有浮尘。我

环顾一下，发现门口旁的脸盆架上搭着擦桌子布，就

走过去拿起来将凳子一一擦拭干净。没有想到这个小

小的举动竟然让坐在办公桌前的张校长夸赞起来。我

犹记得，张校长说：看这孩子多勤快！

我常常想，从那时起至今，无论身处何地，无论境

况如何，我发自内心的勤快、爱干净，无不源自张校长

这一句话语的表扬、鼓励。

那时的张校长，除了抓教学管理，还担任我们毕

业班的政治课。她穿着白色或者是白底加蓝色细条纹

的上衣，黑色或者是灰色的裤子，脚上是黑色平绒鞋，

方口处露出白色的袜子。她的短发，黑灰相间，总是梳

理得一丝不苟。给人的印象是干净、干练、知性、端庄。

毕业班的学生，因为承受着考试压力不由自主地

表现得郁郁寡欢。张校长来给我们上课时，总是先用

那双笑眯眯的眼睛巡视全班，我们这一群深陷题海的

孩子，立马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信任，连我们自己也觉

得，不就是一场考试吗？结局也不一定会那么糟糕嘛！

盛夏时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要走进考场了。临进

考场前，张校长拍拍我们的肩膀，摸摸我们的脑袋，拉

拉我们的双手，叫着我们的名字，给予我们嘱托、安

慰、祝福。当我们走出考场时，一眼就看见我们的张校

长拿着清凉油、风油精，站在树荫下朝着考场的方向

张望。我们跑过去围着她，仿佛是从战场上凯旋的士

兵见到了自己的首长。

秋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告别母校，别离校长，走入

了高一级学校。再次见到张校长时，是 1986年的暑
假。那时我已经在河南日报发表了一篇 2000多字的
小说，另有多篇作文被收录到中学生作文选中，只是

体弱多病。一天下午，我在县医院看完病，来到与医院

相距不远的塔寺小学看望已经调到这里工作的张校

长。在广育路，看见有摊贩卖水果，就买了 5个苹果。
那时候，还不流行用塑料食品袋，我就把散发着淡淡

香味的苹果装在白色的布质书包里。

那时的塔寺小学新校区刚刚建成，教学楼很少，

在一间被当作办公室的大教室里，我见到了张校长。

看见我，张校长有点吃惊。我说，张校长，我想您了，我

来看看您。一边说，一边从书包里掏出散发着清香的

苹果。张校长那双笑眯眯的眼睛这一下更是笑成了月

牙儿，一边嗔怪我乱花钱，一边给我倒水。

我坐在张校长的身边，给她说着我的“作家梦”。

听闻几个月前我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小说，她立即走

到窗台前，从案子上放着的报纸堆里寻找 5月 8日那
期刊登我小说的报纸。十分神奇的是，张校长居然找

到了那张报纸。她笑逐颜开，翻来覆去地看着、看着。

看见有其他老师进来，张校长就给他们介绍：“这可是

个小作家呀！”

我要起身告别了，张老师拉着我的手，说啥也不

肯让我走。于是就跟着她，来到她干净整洁的家。我记

得那晚在张校长家，她给我盛的白米粥，她那个戴着

眼镜、秀气的二女儿会勤姐姐给我剥的变蛋。

将近 40年过去，可是那白米粥的香糯，变蛋的香
醇，虽历经岁月淘洗，依然令我回味不已。而张校长的

真诚、体谅更是如春风雨露，滋养我的心田、涵养我的

情操，指引我前行的方向。

严慈相济，厚德严谨

又何止是我独有这样的感受呢？当年，青年教师

安喜兰铭记着张校长的教诲，一步步历练成长，出类

拔萃为教坛新秀。当她作为汝州唯一一名选手被选派

到北京师范大学接受培训时，张校长安排年长安喜兰

20岁的老教师郭玉随同前往，负责陪伴安喜兰。张校
长说：“小喜兰从没有出过远门，没有人照顾可不中。”

及至安喜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张校长又张罗

着给她介绍对象、传授她处友之道、指点她理家之法。

安喜兰添宝宝后，张校长找来碎布头，在闲暇之余，用

她那灵巧的双手，为孩子做了一条红色背带裤、白色

小衬衣。穿上这一套用边角废料拼凑出来的衣裳，“洋

气”的小宝宝人见人夸。1993年初春，当安喜兰闻讯去
医院看望张校长时，已经被病魔摧残得形容枯槁的张

校长，无力地对安喜兰说：“今年孩子的生日，我不能

给孩子做衣裳了。”时隔 30年，安喜兰说起张校长对
她的好，依然泣不成声。

爱在细微中，严在当严处。张校长关心青年教师

的生活，细致入微；对他们的教学业务，却是严慈并

济。有一次，张校长检查备课本时，发现安喜兰的教案

书写潦草。张校长对她说：“喜兰，你这人不枝杈（汝州

方言，意为做人做事张扬），你这字咋就这么枝杈呢？”

一句话说得安喜兰脸红气喘。打那之后，好好写字成

为安喜兰不变的遵循。

让教师把字写好，张校长首先做到写好字。说起张

校长的字，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说：“一笔一划都是端

正的、刚劲的。”那黑板上的板书，遒劲有力、一泻汪洋。

写出这样字体的人，内心却如春天的暖阳，细腻、温和。

春风化雨，玉汝于成

当年的“小刚军”、后来的汝州市一高书记于刚军

细数存留在时光里的往事，一幕幕历历在目，清晰如

昨。在那“极左”的年代，才华出众、聪颖睿智的“右派分

子”之子于刚军，因为家庭出身而倍受歧视，处处碰壁。

是张校长慧眼识英才，顶着压力、力排众议，安排于刚

军成为代课教师，并且把自己的小女儿放在于刚军任

教的班上。以此消除非议，同时也是给予于刚军最有力

的支持。于刚军感恩着这无言的信任，把沉重的压力化

作动力，钻研教学，精心磨课，最终用异军突起的优异

成绩证明了真才实学。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公办教师、

业务副校长、校长，追溯从青春岁月到双鬓染霜，回想

39年教育生涯的发轫，有着 30年校长岗位历练的塔寺
小学校友于刚军感叹：天地有大美，人间遇恩师！

格局与智慧，品行与修养，学识与积淀，让张校长

赢得了赞誉。“电风扇呀，是你给了我家欢乐；党呀，是

您给了我家幸福。”当年的小学生彭玉玲作文中的这几

句，让张校长在批改作文时，用红笔圈画，大加夸赞。

原来，为了提高毕业班孩子们的作文水平，张校长

主导孩子们每天一篇作文，体裁既有说明文，也有记叙

文，由张校长和语文老师商量命题、共同批改。还规定，

孩子们写好作文后不要署名，以此避免老师在批阅打

分时的“印象主义”。在写记叙文《我家买了× × ×》时，
小玉玲联想起妈妈刚买的电扇，就有感而发写下了《我

家买了电风扇》。结尾处的有感而发，竟然得到张校长

的赞许，大大激发了她的写作文兴趣。

彭玉玲说，自己作文水平的明显提高，得益于每天

一文的锻炼积累，而参加工作后写作兴趣的养成、写作能

力的提升，也与当年张校长的鼓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张校长的教育智慧，如金秋的丹桂，细碎馥郁，沁

人心脾。彭玉玲还忆起一件往事，她记得当年塔寺小

学刚搬入新校区后，校园还比较“荒凉”。张校长发动

全体师生自己动手，绿化、美化校园环境。于是师生们

都在自家种花，当枝繁叶茂时，再把花搬到学校。彭玉

玲在妈妈的帮助下，将月季剪枝、插土，直到抽出新

芽，小玉玲才把花盆搬到学校。每天放学后，张校长手

持绿色喷壶，不厌其烦地为花花草草浇水培护，那认

真的样子成了地地道道的园丁。

威自和中来，无言品自高。手执书卷、追逐梦想、

播撒温暖、情怀师生，张校长站在那里就是一道景致，

所到之处就是一团气场。如同云彩绚烂了天空，好似

花朵缤纷了世界，张校长用她人格的光芒灵动了塔寺

小学的发展史。

诗人说：花的事业是芬芳的，果的事业是甜蜜的，

叶的事业是谦逊的。那么老师呢？她不仅要给予叶绿

荫的营养，更要为花的芬芳、果的甜蜜而默默奉献，所

以教师是根的事业。我们挚爱的张金凤校长，她犹如

一条依偎着爱意深沉的大地的树根，在清澈的鸟鸣

里，在时光的荏苒里，在无声的岁月里，永恒成风景。

心香一瓣寄情思
———怀念塔寺小学原校长张金凤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 凝

“

”

张金凤校长在塔寺小学校园

张金凤校长（左）和同事在塔寺小学花坛前留影

春天，我再一次来到了汝州市临汝镇西营村，试图

亲临其境，感悟数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大礼堂接见，毛主席亲切和她握手

并喊她“郭大娘”的河南省劳动模范郭巧生活和工作了

一辈子的乡村厚土。

踏上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明朝时期为军屯部队所在

地的西营村大地，优美的乡村画卷扑面而来：道路平整，

屋舍俨然，林木苍翠，田野坦荡。分居村子南北的伏牛山

和嵩山余脉，像两扇长长的屏风，将西营村抱于怀中。

缓缓行走在干净整洁的大街小巷，打量西营村的婀

娜身姿，凝望古朴厚重的古老村庄，我一下跌入了时光回

廊，从各种渠道耳听途说到的郭巧事迹一一涌入脑海。

1917年，郭巧出生在千年古镇临汝镇一个穷苦家
庭里。其后，在父亲的带领下，全家一起到汝阳县内埠村

靠做银饰小生意勉强糊口度日。1935年，年方 18岁聪
明能干的郭巧，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嫁到临汝

镇西营村一家姓董的人家。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1939年，由于生活拮
据，郭巧的丈夫被迫卖壮丁远走他乡，并从此了无音信。

时年，郭巧才 22岁，儿子也刚刚一岁。
当时，地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临汝

镇，饱受形形色色战争的创伤，再加上层出不穷的蝗灾、

旱灾等自然灾害，全镇饿死 3000多人，逃荒他乡者不计
其数。生存艰难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加入盘踞在娘娘山上

的姜明玉、张巨娃、张惯成等大股土匪队伍，枪口下讨生

活。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风雨飘摇。

无情的命运安排，让郭巧在无数个暗夜里偷偷哭

泣，泪水打湿了枕头。虽然郭巧没有文化不识字，可明事

理、识大体的她却是知道的：不管日子如何艰难，无论现

实怎样残酷，为了刚刚牙牙学语，不知道人世艰难，看见

母亲就开心地欢笑着奔向母亲怀抱的儿子，她必须咬紧

牙关，和儿子相依为命，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乱世里生存。

信仰和意志力是乱世生存的最重要支撑。为了活着，生命爆发出了不

可想象的力量，就像生长在悬崖石缝间的树木，柔弱的小脚女人郭巧，拼

着命将根须牢牢扎在了石缝深处。

生存于乱世，对于男人来说已是不易，对于女人来说，更是一种挑战，

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争取生存的机会。每一个晨曦微露的早晨，她打点精神

匆匆起床，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在家里田间轮番辛勤劳作，除了起

五更搭黄昏纺花、织布、做家务外，瘦弱的她还要像男劳力一样，耕地种

田，打场扬麦。

经历，是一所助人成长的学校；困苦，是让人刚强的催化剂。苦难的生

活经历，让郭巧历练出了独立自强、坚韧不屈、刚强烈性、不向困难低头的

性格。正是这些宝贵的性格，让她在其后的岁月里，先后担任了西营村妇

联主任、大队长、支书等职务，带领英雄的西营村人民，大打治水治碱攻坚

战，为西营村五彩斑斓的美好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冬，西营村办起了扫盲班。小时候想读书却因家庭贫困没钱
上学，因而成了睁眼瞎，吃尽种种苦头的郭巧高兴极了。每天黄昏，结束一

天的紧张劳动后，她便手脚麻利地做饭、吃饭，完事后立即带着儿子准时

走进夜校扫盲班。课堂上，她眼睛盯着看，口里大声念；躺床上，用手指头

在床铺上一笔一笔地反复划；烧火做饭时，用烧柴的黑炭头在地上写。水

滴石穿，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她的努力，到 1953年时，大字不识一个的
她，36岁的她，居然能粗读《毛泽东选集》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在这期间，郭巧的儿子董长胜，光荣地成了西营大队第一代拖拉机

手。他和母亲及广大村民一道，意气风发、挥汗如雨建设美好家园，并在其

后结婚成家，有了三个儿子，董氏家族开枝散叶。

郭巧带领父老乡亲，彻底改变西营大队贫穷落后的创业精神，传遍了

全省。从 1955年起，她多次名列河南省十大特等劳模榜首，1964年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当选为党的全国九大代表，被新华社、河南日报
等各种媒体宣传报道优秀事迹。

和毛主席握手，并被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为“郭大娘”，是郭巧生命历程

里的一件难忘往事。

1966年，49岁的郭巧又同全国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一起，应邀赴京
参加国庆观礼。郭巧作为特等劳模被特别安排到中南海住宿。国庆观礼的

当天晚上，郭巧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国庆烟火晚会。烟火晚会开始

之前，毛泽东主席特意握住郭巧的手亲切地问候：“你就是‘郭大娘’吧！”

多少年后，每当郭巧向人讲述这段美好回忆时，还不停地欣喜若狂道：“我

太幸福了！真是太幸福了！”

郭巧在农村基层干部岗位上干了几十年，获得了多种荣誉和成绩，组

织上给她个转干指标，硬是被她挡了回去，不仅自己不转国家干部，也不

为家里其他人安排工作。年纪大从支书岗位上退下来后，她依旧保持着吃

苦耐劳、艰苦朴素、独立自主的生活习惯，单独立灶做饭吃，住的是简陋的

土坯青瓦房，睡的是老掉牙的旧式床，坐的是小木凳子，用的是小锅、小

碗、小铁勺，屋里挂着一个 25瓦的灯泡。面对生活，郭巧乐观而满足：“现
在，我已是老奶奶了，四世同堂，多美!”提起工作，提起往昔，她说：“俺那
时候不兴为自己，只想着咋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工作上要向前看，生活

上要向后看。”

2001年 8月，84岁的郭巧老人与世长辞，告别了她奋斗一辈子、劳作
一辈子、无私奉献了一辈子的家园，走完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一个转身，岁月成了故事。

一个转身，弱女子郭巧成了传奇。

站在西营村的广袤原野上，簌簌风声中，间或可听到一两声山雀悦耳

的鸣啭。恍惚中，我仿佛看到，有一颗坚韧、善良、博爱之心的郭大娘，穿越

泛黄的书卷和尘封的历史，依旧深一脚、浅一脚，风雨无阻地奔波在西营

村的沟沟壑壑。她发扬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上一

马当先干在前的劳模精神，用属于女人的独特坚韧和不服输精神，带领西

营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谱写了一曲壮美飞扬的生命交响曲。

郭巧的故事，还远远不止这些，她像一部史书，耐人寻味，意寓深长。

看！郭巧在西营大地上主笔写就的气势磅礴诗篇———她当年带领西

营大队人民艰苦奋斗、勒紧裤腰带创造出来的提灌站、储水池等奇迹，历

经岁月风霜洗礼，仍然保存基本完好，矗立在西营大地的广袤原野上，以

无声的语言，讲述那个年代战天斗地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云烟，郭巧让我明白：信仰就是力量，精神创造奇迹。无论

共产党员，还是普通民众，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仰望郭巧，我惊叹信仰的伟大力量，惊叹女人骨子里的坚韧。

缅怀郭巧，我思索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思索共同富裕，思索得民

心者得天下等深刻话题。

岁月流逝，精神永恒。郭巧，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在新时代依然让人

感动。

英雄不老，英雄永立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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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