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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素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先贤们留

下了许许多多劝学的古训格言和成语典故。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阅

读能力和阅读量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竞争力的一个核心元素。

为进一步推动广西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

会宣传部会同16家区直单位，以201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

在全区广泛组织开展了“八桂书香·阅读圆梦”——广西全民阅读主题系

列活动。同时，围绕“崇尚读书、阅读成才、阅读追梦”的主题，在全区

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推荐遴选“八桂最美阅读追梦人”活动。经过评审，最

终在近 2000 位候选人中产生了 11 位首届 （2014 年）“八桂最美阅读追梦

人”年度人物，并在广西电视台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这11位最美阅读追梦人的年龄、职业和生活轨迹虽然不同，却共同拥

有“咬定青山不放松、执着追求阅读梦”那坚忍不拔的精神。本书以报告

文学的形式，试图去寻访他们在阅读中走过的艰辛路程，去了解那些鲜为

人知的感人故事，去探寻阅读改变人生的感悟和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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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站在这里，始终饱含着泪

水，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老师的职责有一

种深沉的崇敬和热爱，那是因为我对在座

的每一位同学，饱含着一种期待，一种热

切和一种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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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蒙蒙，群山含悲。

这一年的春天，一个名字被万千学子和瑶乡人民从

心底里一遍遍地呼唤着，带着痛惜，带着怀念，更带着

崇敬，久久地回荡在八桂大地上——

莫振高。

这位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的教师、校长，在

2015年3月9日不幸因病辞世，匆匆走完了60岁的人生

路，却给世人留下了一座用责任与大爱铸就的精神

丰碑。

他离世当晚，都安高中全校4600多名学生得知噩耗

0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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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集体熄灯，悼念他们心中的这位好老师、好校长、

好“爸爸”。出殡那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些

人中除了曾受教于他的莘莘学子、学生的家长、熟悉他

的群众外，还有素不相识的工人、农民、个体户、机关

干部等各界人士，他们汇聚到都安县城，手执挽幛、花

圈，形成一公里长的队伍，神情悲戚地送莫振高最后

一程。

一位边远山区的中学教师、校长，他的病逝，缘何

能聚集起如此之多前来哀悼、缅怀的人群，引发社会上

如此广泛的关注？

也许，这可以从都安高级中学走出的学子们在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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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发来的唁电唁函，甚至是互联网上众多的悼念文字

中寻找到答案——

“‘校长爸爸’是一盏灯。”

“莫校长用一生在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在诠

释什么是人民教师，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

……

而在他洒下过无数汗水与心血、桃李满园的这片土

地上，人们是这样回答的：

莫振高，以师者情怀为成千上万瑶山儿女圆了读书

梦、求学梦；是他，支撑起了瑶山一代人的脊梁！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有着“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的都安县属国家级贫

困县，这里是“石山王国”，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也使

得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被挡在封闭的莽莽大山

之中。

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振高，从小失去双亲，这个贫穷

的农家孩子读书上学的费用都是亲戚们帮凑的，但困难

并没有让他退却，反而令他更加地勤奋刻苦，也在这条

求学之路上历练出不怕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可贵

品格。

在许多年后，已身为一名教师、校长的莫振高，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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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他的学生们说：“贫穷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它可

以锻造一个人的品德，它可以锻造一个人的毅力。”

事实上，莫振高终其一生正是以这样一种品德和毅

力，投身于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

血，同时也以此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人们。

莫振高 1972年 8月参加工作，担任教职的 43年间，

一直在不懈地学习钻研，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靠

着咬定青山、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精神，最终取得了研究

生学历，这为他能在自己所从事的教育教学领域绽放出

璀璨光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事业不光是要完善自身，更是需要有勤勉负

责、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莫振高的哥哥是一名军人，

在保卫祖国南疆自卫反击作战中壮烈牺牲，后来莫振高

曾这样说过，我要继承我哥哥的遗志，完成党的事业，

安心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

20世纪 80年代，都安高中的校舍基本上都是泥瓦

房，每逢下大雨，房子就会漏水，每次他都会冒着风雨

前去查看检修，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学校缺乏教具，他就自己动手绘制挂图，制作圆

规、三角尺等。周末，他徒步10多公里的山路到老家，

扛木板为学生修理桌椅。那时，作为普通教师的他，是

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之一，别人没有做到的事

情，他带头做。

1996年，莫振高担任了都安高中的校长，为了给学

生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他体谅政府，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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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开支，积极筹资，学校的学生饭堂、图书馆、综合

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相继建了起来。除了硬件设施，学

校的现代教育技术也必须跟上。莫振高说：“虽然生活

在大山里，但必须不断吸收新知识、新技术，我们培养

的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学生，要培养学生的动

手、动脑能力，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接着，一栋

科技楼建成了，每个教室里配了两台电视机、一台高亮

度的投影仪，100台电脑也进了都安高中……从此，瑶

山的孩子们开始用互联网沟通世界、探索未来。

正因为热爱教育事业，从教这么多年来，莫振高即

使是走上了校长岗位也从未放下过教鞭，尽管行政事务

繁多，但他仍坚持给高三学生上课，每周安排的课时达

12节以上，在老师最紧缺的时候，他每天要上三个毕业

班的课。

“我如果不在教学第一线的话，我怎么知道现在学

生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又怎样去指导老师进行教学

呢？”他说。

“每每看到很不容易的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个小孩

走出大山，到县城里面读高中，我就觉得在我身上有一

种义务，在我身上有一种责任，这种义务，这种责任，

促使我下大决心当好他们的老师。”莫振高这样一种对

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使他独具凝聚人心的

人格魅力，于是，在都安高中聚集起了一大批优秀

老师。

“要做就做到最好，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这是莫

015



我的家 我的国 我的梦

振高的人生信条。

莫振高认为，“没有一个人能独自成功，我们永远

是一个团队！只有引领和激励教师成长，才是对学生负

责”。他要求老师必须追求卓越，为提高教师的整体素

质，经他拍板，学校挤出经费，选派了90多名教师到华

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深造。如今，都安高中的老师

具有高级职称的占50%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
以上。

都安高中教师梁淑艳曾经是莫振高的学生， 1997
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这位当年的优才生就是在莫校长

016



“校长爸爸”

的感召下，回到了母校工作。

在梁淑艳老师的记忆中，莫校长一有空，就经常找

年轻的教师谈心交流。“家长把孩子交到我们手里，是

希望，是信任。我们不能让家长的希望变成失望。你们

得抓紧时间努力了，孩子们可没时间等你慢慢成长！”

莫校长当时对她说过的这番话，至今令梁淑艳记忆

犹新。

在都安高中，莫振高校长对学校里担任领导职务的

教师的要求是，首先要上好自己的课，“只有这样，才

能够有效地进行管理和有效地进行指导”。对于年轻的

老师，则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年要适应自己的业

务，三年要成熟，五年要成为骨干，挑大梁”。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莫振高总是亲自给他

们上示范课，还提出集体打造优质课的思路。为了不让

任何一个老师掉队，每个学期，学校都组织校内演示

课，每个教研组要派一名老师参加，全校老师一起听

课、互相切磋，在精益求精中不断成长。

而莫振高自己也是在自我加压和高标准严要求中，

追求着卓越与进步。这位酷爱教学、痴心教育的校长，

给师生们留下的身影总是拿着一本订了又订的厚厚的教

案，甚至连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不离身边。2008年，已

经年逾五旬的他还自费到北大清华参加心理学培训，他

克服记忆力减退等方面的困扰，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取得上岗证书后，回学校开设了心理课。他的讲课信息

量大，诙谐幽默，结合学生的实际，成为让学生们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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