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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名市区的西北面，有
一个被称为茂名九寨沟的著
名景点，它名字叫“好心湖”，
它位于广东省茂名市露天矿
生态公园内。该湖原是茂名
市露天矿坑，2013 年移交茂名
市政府后，引高州水库活水填
充矿坑，成为一个水面面积达
6.8 平方公里的水湖。2017 年
6 月，茂名市政府将该湖命名
为“好心湖”。笔者老家就在
好心湖边上，见证了好心湖的
前世与今生。

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

现在好心湖的位置，解放
前是我们家乡出名的“鬼窝”，
是一个令小孩子听起名字来就
会吓哭的地方。这里地处金
塘、公馆、山阁等镇、村的“三不
管”地带。以前是一个草木不
长，人迹罕至，石头裸露，野兽
出没，坟墓成群的地方。小时
候曾听我爸爸说过：“那时候山
上经常闹鬼，石头会自燃。农
村人不懂科学，不明原因，说是

‘鬼火’，一般人不敢单独前
往。直到 1945 年春天，日本鬼
子投降前夕，由于资源短缺，他
们还想开采这里的油页岩炼油
救急。当年，日本仔派工程师
前来探测，请我们村里人作向
导，带领他们走进这里取石头
化验。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石
头日本人叫：油母页岩。据说
它非常有价值，可以烧火，可以
提炼石油。自此，家乡人民才
知道石头自燃的原因，有些胆
大的人还偷偷采一些回家作烧
火用。宝藏就沉睡在家门口，
还当作石头，真是可惜可悲。

露天矿诞生记

露天矿诞生，我们不能忘
记一个有功之人。1954 年，时
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
长的康世恩来到广东了解石油
资源，当地干部和他聊到茂名
时说，“那地方很神奇，孩子烤
红薯，用石头就可以当柴烧。”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在当时
全国原油紧缺、年产量不足 50
万吨的背景下，这一句无心闲
聊引起了康世恩的注意。他回
京后立即安排人员前来详细了
解实情。

当时，国家派出 130 钻井
队进驻茂名，第一批工人就住
在我们宋村车站的地方，村民
叫它“工区”，即钻井工人指挥
部、宿舍。勘探历时 2年，发现
一个适宜大型露天开采的油页
岩矿（包括金塘、羊角、石鼓
镇），可年产 100 万吨原油，开
发 100年。工人们把这里的喜
讯报给毛主席、周总理。

家乡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矿上老工人也不会忘记这里曾
经发生的动人故事。1956年前
的茂名，荒芜的金塘镇地表下，
沉睡着一片黑色的希望——储
量达51亿吨的油页岩矿层。

据记载：茂名油页岩（露天
矿）炼油厂开发及建设在我国
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
开启者，帮助国家甩掉“贫油
国”的帽子，曾被列入国家“一
五”计划重点项目之一。1956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论十
大关系》讲话时提到：“现在我

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
有油页岩）搞人造油，那也是重
工业。”同年 4 月，周恩来总理
亲笔批示同意在茂名建设规模
为年产 100万吨原油的油母页
岩炼油厂。自此，数以万计的
建设者会战茂名，拉开了新中
国取石榨油的时代大幕。因为
是露天开采油页岩炼油，所以
这里取名为露天矿。

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用铁镐和箩筐在家乡的红土地
上凿出了中国最大的露天油页
岩矿。老矿工陈阿大回忆：“那
时候没有大型机械，我们靠人
拉肩扛，一天挖走的土方能堆
成小山。

有 了 露 天 矿 的 炼 油 厂 ，
1959年9月，茂名市成立，所以
说，露天矿是茂名的母亲。84
岁的黎安兰老人讲述当年建设
露天矿的往事，他的思绪回到
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

黎安兰对露天矿当初的建
设场景记忆犹新：“几万名科技
人员、技术工人和民工组成建
设大军，用锄头畚箕加扁担，靠
肩挑手提板车拉，在雷打岭附
近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愚公
移山’，挖出了油页岩，接着，便
兴建大型干馏炉和炼油厂。工
人们从村民‘挖岩取火’，到工
业大改进，炼出一桶桶页岩油，
真是令人兴奋。露天矿条件十
分艰苦，但大家都毫无怨言，一
上班就拼命干。完全可以说，
茂名因露天矿而兴。露天矿投
产后，建设大军从五湖四海汇
聚而来，便在现在的河西片建
成了茂名市，给闭塞的粤西农
村带来了热闹和新鲜感，家乡
人民欢呼雀跃，倍感自豪，出土
地出力，争先恐后，生怕落后。”

为支持露天矿建设，我们
家乡人民无偿提供一万多亩耕
地、山林，5000 多人参加露天
矿工作。周边村民也以国家建
设大局为重，仅 1958年至 1960
年三年间，先后在矿区、页岩油
厂区外迁36个村庄、共8600多
人。茂名市（包括县区）有 3万
多人先后参加茂名油公司工
作，其中大部分人在露天矿工
作 。 我 本 人 也 于 1975 年 至
1978 年在露天矿机电厂和维
修队工作过，曾冒着严寒酷暑
下到离地面 90 多米深的矿坑
底部修电车、铺铁轨，现在回想
起来还很自豪。

从 1962 年 正 式 投 产 至
1993 年 1 月停产，茂名露天矿
累计开采油页岩 1.02 亿吨（只
开采了总量 51 亿吨的 50 份之
一），生产页岩原油 292 万吨，
相当于 1949 年全国原油产量

的 24倍，在那个石油紧缺的年
代，还是为国家甩掉“贫油国”
帽子，功不可没。

人们不会忘记，1962 年经
济困难时期，工人们饿着肚子
坚守矿区，用“土法上马”的智
慧改造设备，使年产油量突破
10万吨。直至 1993年，茂名生
产页岩油，源源不断为共和国
献上了“工业血液”，用于汽车、
飞机、火箭、轮船等。还有茂名
油页岩不但创造了经济效益，
还创造了茂名石油文化，它是
茂名石油人工业精神的重要体
现，也是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
体现。所以说，虽然露天矿没
有了，但茂名露天矿工人是崇
高的光荣的，人们永远不会忘
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废矿变公园

2013年12月31日，茂名露
天矿移交茂名市政府管理。李
红军任市长、书记时，矿区跑了
不下 80 次，深入调查研究，提
出了“引水、种树、建馆、修路”
的矿区治理修复思路。市委、
市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开始了整
治废矿山。2014 年初，露天矿
生态公园建设拉开序幕。引水
工程在2014年10月动工，2016
年 3 月 31 日正式通水，将高州
水库、鉴江水源注入矿坑湖，将
持续引水 200 多天，到 2016 年
10 月份，矿坑湖库容逐渐达到
1.6亿立方米，使矿坑湖水体面
积达 6.8 平方公里。引水的同
时，开始了修路。2017年年底，
环绕好心湖公园路网已建设主
线15公里。将闲置矿坑改造成
富有茂名历史文化特色、集赏
景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公园，科学
修复，逆转被破坏的矿区生态，
还矿于民、还绿于民，恢复绿水
青山，划分功能区，带动周边乡
镇的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
发展。时任茂南区委书记李相
说，废矿山变公园，茂南区人民
功不可没。“先恢复生态，附近村
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就会得到改
善，人流量也会带上来，相关产业
也就发展起来了。”

我终生难忘，2014 年春，
我作为省劳模代表参与了好心
湖边第一批植树活动。当时，
我们顶着烈日，苦战三天，汗流
如雨，终于种下了几十亩的花
草树木，取名为“劳模林”，并刻
石铭记当年的情景，作为后代
纪念的景点。

今年春节期间，好心湖公
园增设了直升机游览项目，更
是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一家
大小前来体验游玩。还有，露
天矿博物馆的建成，承载着城

市记忆和矿业历史文化，是典
型的工矿业遗迹馆。它依托矿
区废弃厂房，就地取材，在公园
里修建了广东首家矿产遗址博
物馆。值得称赞的是，在实物展
品征集过程中，不少市民向博物
馆捐赠了与露天矿建设有关的
物品。现在博物馆成了爱国主
义教育及青少年教育的圣地。

环湖 36 公里绿道串联起
矿山遗址公园、树林、湿地、星
空露营基地。清晨可见摄影爱
好者等待“蓝湖晨雾”，傍晚有
骑行者在晚霞中穿行，夜间湖
畔的“矿山光影秀”用全息技术
重现建设史诗。好心湖公园一
年四季鲜花盛开，鸟儿唱歌，鱼
儿雀跃，人欢马跃（黑马会马
场，在好心湖南边），加上蓝天
白云，湖水清澈，枯树倒影，岩
石红泥错落有致，成了人们传
说的“广东茂名九寨沟”。2024
年“五一”假期，单日游客量突
破5万人次，今年更火爆。

露天矿矿坑成功转型为生
态公园，被列为广东省生态修
复十大样板工程，纳入广东省
最美旅游目的地，成为市民悠
闲观光的热门打卡点，并荣获

“国家矿山公园”称号，成为矿
山环境治理的“国家样板”。

矿坑湖变成“好心湖”

好心湖是将昔日满目疮痍
的露天矿经过整治，变身生态
公园，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一个
风景优美的旅游好去处。此湖
的名字“好心”，来源于岭南圣
母冼夫人所说的“我事三代主，
唯用一好心”。1959 年国家在
高州良德修建高州水库（又名
良德水库），由于露天矿矿坑引
水造湖的水源来自高州（良德）
水库，茂名人民为了纪念冼夫
人，因而将“露天矿湖”改名为

“好心湖”。冼夫人历经梁、陈、
隋三朝，毕生为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促进当地生产发展
做出了贡献，被周恩来总理誉
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被
江泽民总书记称为“我辈及后
人永远学习的楷模”，是茂名地
区著名的历史人物和精神象
征。“好心湖”取此名，旨在纪念
冼夫人的好心精神。

我 们 欣 喜 地 看 到 ，2017
年，茂名市政府将矿坑湖命名
为“好心湖”。由“好心高凉”到

“好心茂名”到“好心湖”，充分
地体现了冼夫人“好心文化”在
茂名正在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冼夫人的“唯用一好心”精
神已上升为城市精神，“好心茂
名”已获广泛认同，成为茂名一
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好心湖的前世今生
王如晓

我市民主党派组织 1979 年恢复
活动，办公地方也有一个从河西到河
东、从逼仄斗室到现代化办公大楼的
过程。我曾在茂名市委统战部工作过
较长时期，对这一变迁过程比较清楚，
本文把这脉络记述下来，让今天更多
的人了解。

河西老城区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
拨乱反正，民主党派也在改革开放中
重获新生。1979 年 10 月，我市民主党
派组织恢复活动时，只有民革、民盟、民
进三个民主党派，成员 14 人。1979 年
深秋，茂名市民盟临时领导小组的成立
仪式是在河西一个街道的简陋会议室
举行。那是一间兼作仓库的屋子，墙面
斑驳的语录标语尚未完全清除，木制长
桌上铺着褪色的蓝布。民革、民进茂名
市组织筹备时，借用别单位办公室的档
案柜存放文件，人们笑称这是“铁皮柜
里的民主党派”。这种窘境恰如当时政
治生态：百废待兴中的艰难起步。

恢复成立民主党派组织，急需要
办公室专职干部和办公地方，当时茂
名的主城区在河西一带，起初，民主党
派组织在河西老城区一间不足20平方
米的平房内临时办公。专干陆续到位
后，安排的办公场所位于油城三路同
滨河路交界转盘处的原市委、市政府
办公大楼一楼西头，三个民主党派共3
间办公室，每间约十二、三平方米。打
字机与油印机的声响此起彼伏，据老
一辈的民主党派成员回忆：“当时讨论
提案时，隔壁的电话声都能听得真
切。”虽然地方不大，却是民主党派自
己的“家”，在这里，孕育着不少思考碰
撞的火花，催生了许多关于茂名石化
产业发展、港口建设、人民群众期盼的
热点等诸多建言献策的好提案、好建
议、好方法。

人民南路20年

八十年代中期，实行市管县体制
后，茂名升格为地级市，茂名城区重心
向河东发展，市委、市政府办公大院迁
到了油城五、六路。1987年，民主党派
机关也迁到人民南路92号三楼办公，每
个民主党派机关 80 多平方米，一个约
200平方米的共有会议室。当时，我市
已成立有 5 个民主党派组织：民革、民
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民革、民盟、民
进成立了市委会，民建是支部，农工党
是小组，机关都配有专职干部。因为茂
名农工党组织成立时间较晚，人民南路
92号楼已没有地方再可安排，市委、市
政府就把人民南路 92 号西巷一号 202
室一套约80平方米的房子安排作为茂
名农工党办公之地。时已是1988年，我
已大学毕业分配回到了茂名市委统战
部党政科工作，亲历了农工党小组办公
室从申请到安排的过程。据1989年底
统计的数字，全市（包括各区、县）民主
党派成员总数已达810多人。

民主党派办公场所的改善、成员
的稳步发展与茂名地方经济发展同频
共振，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空前提
高、视野不断拓展、提交的提案议案质
量大幅提升。如，1988 年茂名乙烯项
目立项，民主党派围绕石化产业链提
交的调研报告非常有见地。2003年机
构改革后，成员较多的如民盟茂名市
委会被批准成立“参政议政工作科”内
设机构，当机关办公室里挂起这个牌
子时，都充分表明这不仅仅是物理空
间的扩展，更是民主党派政治地位提
到提升的体现。世纪之交后，办公自
动化革命悄然改变工作方式，我市民
主党派机关也相继引进电脑办公设
备，逐步实现数字化流转。从 1987 年
到 2006 年,我市民主党派机关在人民
南路92号办公整整20年。

两处办公地方共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致公党、九三
学社省委会相继在我市发展成员，成立
了地方组织。新世纪之初，机构改革

“三定”方案后，我市致公党、九三学社
两个民主党派机关各定编2人，专职工
作人员陆续到位，办公地方迫在眉睫。
加上其它五个民主党派办公地方较狭
窄，离河东市场较近，环境嘈杂，已不适
应新形势的需要。市委统战部提出来
一揽子解决我市七个民主党派的办公
场所问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
2001年10月19日专门召开的研究调整
市直单位办公用房会议上，当时的市委
分管领导在会上强调指出：其它单位都
可暂缓，但民主党派机关办公用房一定
要优先解决。会上同意把机构改革后
撤并的乡镇企业局原在官渡南路旁的
大院安排作为民主党派办公用房。我
代表市委统战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后，我即向市委统战部领导班
子作了传达，并组织我市各民主党派
办公室负责人前往实地考察。现场考
察后，觉得该地较偏僻，出入通行不方
便，还有其它一些单位和住宅区混杂
在一起，人员往来复杂，作为办公地
方，条件不太理想，与民主党派作为参
政党的地方组织形象不太相符。多次
座谈沟通，协商一致后，2003年5月，我

市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五个民
主党派正式向市委报告，提出书面申
请暂缓搬迁，留在原处办公。致公党、
九三学社两个新成立的我市民主党派
地方组织机关急需要办公之地，则安
排在市朝阳路 1 号华英大厦 418 房、
401 房。这样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时间来到 2005 年初，个别新调入
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的同志不了解事情
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擅自向省民主
党派和其它领导写信反映我市民主党
派办公场地情况，有关领导作了批
转。为此，市委统战部专门召集我市
各民主党派主委、办公室负责人会议，
听取意见，解疑释惑，做好思想工作，
同时，抓紧时间，重新物色地方，统筹
解决好办公用房问题。在写这篇文章
时，我翻查了一下我的工作笔记，据记
录，此后一年间，我与时任市委统战部
长的邱淑英同志，或陪同市委有关领
导，或同市民主党派机关同志先后到
过市地方公路总站、华英大厦、石油大
厦、光华南路原人事局干部学校、宝威
大厦、威威步行街、朝阳区原献血办大
楼等 10 多处，寻找察看，物色地方。
2006 年上半年，经多方比选，反复权
衡，并征得民主党派机关同意，决定租
用迎宾一路 46号安达大厦 5楼作为我
市五个民主党派办公之用。报市政府
同意后，向财政申请经费装修，8月1日
开始动工，仅三个多月即完成。在门
口钉挂牌子时，我还专门到现场察看，
叮嘱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按照民主党
派的排列顺序挂好牌子。

2007 年 1 月 26 日上午，在安达大
厦门口隆重举行民主党派办公室乔迁
仪式，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
长邱淑英及五个民主党派主委揭幕，市
委统战部全体干部，民革、民盟、民建、
民进、农工党五个民主党派市委会的正
副主委、机关全体专干参加，大家欢天
喜地、兴高采烈迁进新的办公地方。

焕然一新的民主大楼

时光一晃，就过了 10 多年。工作
中，我市 7 个民主党派分两处办公，且
距离较远，工作不便。如果能集中在
一处办公，利于工作联系和后勤保
障。经市委统战部的多方努力，得到
市委、市政府领导大力支持，特别是
2019 年机构改革，市直单位办公用房
作较大调整，市委统战部门抓住这个
有利契机，多方协调，市委、市政府同
意把市迎宾一路25号市住建局原下属
单位的一栋独立办公楼安排作为我市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办公大楼。

这栋大楼从此命名为民主大楼，
我市民主党派首次实现单独一栋办公
大楼，楼高 8层，每层约 250平方米，面
积共 2000 多平方米。经装修后，2019
年国庆节前，我市七个民主党派陆续
迁此办公。7 楼：民革（北）、农工党
（南），6楼：民进（北）、九三学社（南），5
楼：民建（北）、致公党（南），4楼：民盟，
3楼：市工商联，2楼为共用会议室，8楼
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和新的阶层人
士联合会。统一的物业公司管理，保
安、保洁人员一应俱全，智能化的办公
设备和规范化管理使人赏心悦目。新
时代的办公楼里，民盟办公室的书架
上，整齐排列着历年提案工作汇编；九
三学社的小会议室里，挂着社员参与
鉴江治理工程的现场照片；民革的“党
员之家”库中，储存着许多过往工作的
全景影像……这里不仅是简单的一栋
办公楼，更是集思广益的公共空间，民
建市委会在此调度创文巩卫挂点工
作；民进市委会在此召开共建“乡村振
兴工作联络站”献策会；致公党市委会
在此讨论提交绿美茂名的提案；农工
党市委会在此研究开展给老区人民送
医送药活动；市工商联在此实施百会
帮百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空
间功能多元化的延伸，彰显着我市民
主党派与时俱进的工作自觉，昭示着
参政议政平台的更加广阔开放，开创
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的新维度。

2020年 9月 7日，我在茂名迎宾馆
参加完市委一个工作会议后，第一次来
到民主大楼参观，这是我市民主党派乔
迁到这栋单独大楼办公后，我第一次走
进这里，也是我离开市委统战部工作岗
位6年后第一次回到民主党派办公的地
方，打量着一间间整洁的办公室，看着
许多熟悉的曾经同事的脸庞，倾听他们
热情的介绍，想着一路走来的不平凡历
程，不得不由衷感叹今非昔比！

那座焕然一新的民主大楼静静矗
立在茂名市的繁华地段上，仿佛在诉说
着历史的沧桑巨变。方寸之间见天地，
从共用办公室到单独的现代化办公大
楼，从油印机到网络问政，我市民主党
派办公场所四十多年的变迁，恰似中国
政治文明演进的三维坐标。这些看得
见的变化背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制度不断完善的历史进程，是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持续深化的实践注
脚。当新时代的阳光洒在民主大楼的
墙上，映照出的不仅是建筑的光影变
幻，更是中国式全过程民主政治生生不
息的强大活力图景，是中国经济社会不
断向强向好迈进的铿锵步伐。

改革开放后茂名市
民主党派办公场所的变迁

刘付德金

“童养媳”——这个在历史
课本中才能看到的封建陋习，曾
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后，还险
些在我身上重演。

我出生在池洞镇六定村旺
同坑自然村，这里是六定村最
偏远的村落。在人民公社时
期，村里的常住人口就有 200多
人 ，都 是 同 宗 同 源 的 王 姓 族
人。这个小盆地，绿树成荫，群
山环抱，村口仅有一条蜿蜒曲
折的山岭与外界相连。至于经
济条件稍好些的家庭，购买了
自行车代步，也只能寄放在岭
脚的好心人家中。

孩子上学更为艰苦，天未亮
就怀揣一小捆干柴和二三两米，
赤着脚走下约2.5公里的陡峭石
阶山岭，然后再在平缓的村庄中
穿梭约1.5公里才能到达六定小
学。春夏时节尚可，而到了寒冬
的腊月，常常是摸黑前行，不知
多少次被踢破脚趾，鲜血淋漓地
跳到学校上课。上午放学后，就
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自行打水
生火，用砖块垒起简易的小灶煲

粥充饥。当遇雨天，宁可淋湿衣
衫也要护住柴米，那是孩子们中
午果腹的唯一保障。然而正是
这样的恶劣环境，我母亲才萌发
帮我找“童养媳”的念头。

记得在 1974 年冬天的一个
傍晚，11 岁的我跟着母亲翻过
山岭，来到邻镇一户人家中做
客。晚饭后，母亲执意要留宿，
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明明离家不
足三公里呀。更为奇怪的是，一
个约七八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
用个木桶打来一些热水，并送来
一对木屐，叫我自行加兑冷水，
在开放的大天井中冲凉。我感
觉到害羞，可又无奈，就用木桶
挡住前面，蹲下身子匆匆洗完，
连站起来擦干身躯都不敢，蜷缩
着带着水珠穿回了衣服。

客厅里，大人们的谈话揭开
了谜底。这个女孩叫小丽，她 5
岁丧父，母亲改嫁，被亲戚收
养。年龄已达 8岁多的她，十分
渴望能与其他孩子那样高高兴
兴地入学读书，却因亲戚的家境
贫困无法如愿。“这孩子很精灵，

勤快懂事，不但肯做家务和帮干
农活，还把耕牛养得很壮实，只
是……”收养她的伯伯叹息道。
我母亲仔细打量着小丽，说：“五
官清秀，面相善良，身体结实，是
做工的好苗子，不错不错。”年幼
的我不知轻重，插嘴道：“现在是
新社会，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读
书！”话音未落，倚在门边的小丽
突然抬起头，那双渴望的大眼睛
直直地望向我，水灵灵的眼眶中
盛满了期盼。

第二天清晨，母亲提着小丽
的旧帆布包说要带她回家。可
当我听到母亲说“以后她就是你
的人了”这句话时，瞬间五雷轰
顶，四年级的书本里不正是讲旧
社会的童养媳制度，严重侵害了
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么？这令我
十分震怒，随之大声吼道：“这是
犯法的！”

我恨恨地摔掉行李，拽着母
亲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只留下
小丽“我要读书”渐远的哭喊声。

在回家的山路上，母亲道出
了忧虑：“山区娶亲难，就怕将来

你会打光棍。”我坚定地说：“妈，
请放心，我会专心读书，用知识
来改变命运。”母亲听后满意地
笑了起来。

在新中国，新社会，童养媳
制度的封建陋习早已被文明法
治肃清。随着岁月流逝，“童养
媳”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小丽那
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一直铭烙
在我心里，时刻在提醒着我：要
致富，先修路，还必须打通思想
的桎梏。后在 2003 年，我借着
省里扶持乡村公路建设的东
风，带领乡亲们捐款献地，出工
出力，修通了一条 6 米宽的水
泥硬底化村道，环村而过，形成
一条跨镇的乡村大公路路网。
如今，孩子们读书再不用翻山
越岭，大车小车载着他们奔向
理想的未来。

后来听说，在好心人的大力
支持下，小丽终于走进了课堂。
这个差点被封建陋习吞噬的女
孩，通过勤奋努力，逐步发展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正用知
识改变着更多孩子的命运。

“童养媳”的封建阴影
王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