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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
木匠与互联网亲密接触后，走出了一条创新木艺制
作的道路，多件作品被北京、上海等地木工爱好者高
价收藏。他叫孙力学，是清河区货郎屯村农民，今年
58岁。

清河区委宣传部部长黄涛告诉记者：“孙力学
16 岁起学习木工技艺，为乡亲们打的家具、架的房
梁不计其数，凭着高超技术和良好信誉，早已家喻户
晓。42年与木头打交道，乡亲们都称他是‘木圣’。”

在并不宽敞但散发着木香的院子里，记者见到
了这位“木圣”。他身材不高，精气十足，手背上“暴
跳”的青筋，蕴含着力量与坚韧，胡须倔强而任性地
生长，显示出他特立独行，对新事物不断探索和追求
的性格。

时下，“互联网+”成为热词。对此，孙力学认
为，“互联网+普通个人”能给人带来生活的便捷，还
能实现个人价值。

孙力学打开电脑，熟练地点击界面进入木头休
闲车页面。记者看到：孙力学最新发布的创新木艺
制作受到大家关注，不到一个星期，已经有近 300条
查看记录，许多人更是留言评价，“了不起的木匠，真
有创意”、“佩服，做得太好了”⋯⋯

说起与电脑结缘，孙力学回忆说，2007 年，自己
买了一台电脑，无意间输入“木工”二字，从没见过的
木工设计和创意让自己震撼。他当时就想，干了这
么多年的木匠，不能留下几件有纪念意义的独创作
品，确实是件很遗憾的事情。

时间在流逝，创意在积累。2009 年，52 岁的孙
力学蓄力两年，终于制作出一鸣惊人的作品——纯
木质自行车。说到最得意的作品，老孙掀开蒙在车
上的防尘布，一台以国庆 60 周年为主题的自行车出
现在记者眼前。根据自行车各部位对颜色和承重的
需要，老孙使用榆木、梨木、桃木和水曲柳等硬杂木
进行组装，木质不同，各部位颜色不同，就像特意雕
画上去的，显得非常自然。他非常自豪地骑上这件
杰作给记者演示。

24 节木制的车链和飞轮咬合紧密；木头座子
设计了 26 个安有弹簧的木头纽，可以上下调节，
有减震作用⋯⋯他告诉记者：“2009 年是建国 60
年大庆，我发现 60 这个数字刚好与自行车的轮廓
相吻合，就萌生了为祖国献礼的想法。”他指着车
座继续说：“这是一个抽象的和平鸽，希望祖国和
平稳定。后轮上的五角星代表着国旗，在车梁上刻
上 CHINA 字样是为了让外国人也见识一下咱们中
国的能工巧匠。”

这款作品一经网上展示，立即吸引网友的眼
球，不仅国内木工爱好者纷纷询问交流制作技艺，
国外一些木工爱好者也留言称赞。有很多慕名而来
的买家想收藏老孙的自行车，都被他回绝了，因为
他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一个大型博物馆收藏他的
作品。

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有了新的想
法、新的创意，老孙都会登录互联网认证，多数时
候，已经有人做到，甚至做得比他想象中的更好。

不久，成为“网络名人”的孙力学受邀加入中国
木工爱好者网，并在《木工房》论坛拥有了自己的板
块。此后，互联网成为孙力学除创新木艺制作外的
第二项爱好。他通过专业的木工网站，结交认识了
许多国内知名的木工爱好者，并经常互通电话交流
分享经验。

孙力学的创新木艺制作灵感有如泉涌。小到木
头礼帽、木制工艺酒杯、木制板凳，大到木工工作台、
婴儿床、雕刻机、休闲车，截至目前，共有 30 多种创
新木艺制作作品上网展示，仅木制自行车就有 4
款。其中，多件作品被木工爱好者高价收藏，最高出
价达到几万元。

老孙说，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前 30 年卖的
是手艺，后 30 年卖的是创意。木头是好东西，能通
过它表达感情，传递文化。他希望通过努力让更多
人看到木头的价值。

触网 10 年，先后更换了 3 次电脑设备，孙力学
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了。他对互联网的认识很清
醒：“互联网对我的创新木艺制作有帮助，但绝对不
能照抄照搬，只能用来开拓我的思维，做出我自己的
作品，只有这样，创新木艺制作的路才会越走越远。”

采访结束了，孙力学指着一个占地 30 多平方
米，被防尘布严严实实罩着的一个庞然大物，神秘地
告诉记者：“再有 3 个月，我将有一个大作品面世，到
时一定让您眼前一亮。不过现在还要保密。”

当木匠遇上互联网

本报记者 张允强

从北京大学博士到基层区委书记，
从年轻帅气的安徽省委办公厅综合室副
主任到写满沧桑的白发书记，8 年中，他
用脚步丈量着包河的大地，用汗水创造
着不凡的辉煌，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
通城区变成“全国双百强城区”。

他，就是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合
肥市包河区原区委书记胡启生。

埋头苦干的“白发书记”

2007 年 7 月，胡启生调任包河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2011 年 12 月，接任包
河区委书记。他的简历曾让很多人羡
慕：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
法学博士学位，作为安徽省引进高精人
才，先后担任过省委办公厅综合室副主
任，滁州市委副秘书长，合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蜀山新产业
园管委会主任。

在包河工作的 8 年，是包河区经济
社会大转型、大提速的跨越发展期。繁
重的工作压力、强烈的事业发展冲动，
让 44 岁的胡启生青丝变白发，岁月在他
身上雕刻出超出同龄人的成熟与沧桑。

“包河面临这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这一
代人如果不努力工作，就会愧对子孙后
代，人生也会留下遗憾！”这是他常挂在
嘴边的口头禅。

8 年的历练与成长，让他少了一分年
轻干部常有的浮躁与波动，多了一分政
治上的定力与坚守。8 年中，与他共事的
区领导班子成员大部分被提拔重用；以
前的同事和下属，也有很多人在职级上
超过了他。一些干部替他着急：“像你这
么年轻优秀的干部，再耽误几年，综合
优势就没有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

“全国 13 亿多人，县市区委书记仅 2800
多名，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工作，是人
生最精彩、最难得的经历。”

扎根基层，坚守包河，敬业态度和
工作激情始终如一。无论工作压力多
大，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总是充
满激情，乐观豁达，团结带领全区上下
苦干实干，成就了今天的包河——从全
市可用财力最小的城区转变为“安徽第
一城区”、“全国双百强城区”。

7 月 1 日，胡启生到北京接受“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的表彰，他表示：“排在
荣誉榜，更要干出样。我唯有化荣誉为
动力，视岗位为天责，站在新的起点
上，按照习总书记要求，始终把‘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
戒’作为座右铭，始终把‘三严三实’
作为行为准则，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
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
人，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建设，
为合肥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
贡献火热的激情和全部的力量！”

接地气的“博士书记”

顶着博士光环，有着深厚的理论功
底，但身处基层，胡启生始终注重实情，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把打通理论与
实践的“任督二脉”，创新引领包河发展，
作为他的制胜法宝之一。

上任之初，包河区由“郊”到“城”不
久，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干部传统农郊思
维较重，最头疼的是违法用地普遍，习惯

“先上车后买票”。胡启生第一次代表包
河在全市发言，就是作违法用地的检讨。
他从重拳整治违法用地问题入手扭转干
部发展理念，带领包河成功创建“全国土
地节约集约模范县区”，短短 1 年迅速由
违法用地“重灾区”变成节约集约用地“先
行区”。拿到的是荣誉牌子，解放的是干
部观念，转变的是发展方式。从此，依法
规范发展，深入包河广大干部心中。

发 展 ，既 要 依 法 规 范 ，更 要 科 学 高
效。主政政府工作期间，全区国有资产由
不同部门管理，小、散、乱问题突出，腐败
隐患滋生。他化“不利”为“有利”，顶住部
门利益羁绊，铁腕整合所有经营性国有资
产，组建区属唯一国有企业滨投集团，在
全省县（区）市率先打造投融资平台。滨
投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净资产
达 40多亿元。

到 2012 年初，刚接任区委书记的他，
坚持创新引领，创造性提出“产业富区、生
态立区、管理兴区、文化强区”四大中心任
务。给外界印象深刻的是，他率先在全省
创新了滨湖新区“市建区管”、合肥高铁南
站“市属区管”、市政环卫绿化大综管、城
管交警公安运管“编组执法”等模式，创新
设立街道级大社区、街道社区化、中心社
区、农村社区，形成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
制改革的 4种模式，示范引领全省。

勇于担当的“激情书记”

立大志、担大任、吃大苦、创大业。胡
启生总是“跳出包河看包河”，站在全省、
全市高度，考量包河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勇挑重担、多作贡献”，是他讲得最多的
一句话。

在包河任职这 8 年，正赶上合肥大建
设大发展，包河身处全市大建设前沿、大
发展重地。又快又稳推进征迁，全力保障
滨湖新区、十五里河高铁站片区等重大项
目建设，是包河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千差
万别的需求，难是常态，不难反倒是例
外。“工作再难，横下心来抓就不难”，他始
终坚信这一条。为了征迁，他大会小会反
复讲，隔三差五一线督。他带领干部始终
依法征迁、和谐征迁，上演了一个个动人
的和谐征迁故事。8 年来，全区共完成各
类房屋征迁 1720 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
的 60%，创造了和谐征迁的“包河经验”。

事 业 是 干 出 来 的 ， 干 部 是 练 出 来
的。8 年来，胡启生拼命三郎式的工作作
风，影响和带动了广大干部的干事激
情。各级干部纷纷投身大建设大发展一
线，建功立业，成长进步。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在包河蔚然成风。日前，他
又被任命为合肥巢湖市委书记，步履铿
锵地踏上新的征程。

满怀感恩的“亲民书记”

“脚上粘了多少泥土，就积淀了多少
情感”。出身农村，胡启生对基层群众有
着天然的质朴情感，深知群众所急所需所
盼。工作中，他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
位，始终注重走基层、惠民生，用真情温暖
广大群众。

迈出机关门，走进群众门。为让干部
走出办公室、深入群众中，胡启生在全区
开展“机关支部一线结对、在职党员一线
报到”工作，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他更是处处身体力行，带头用

“脚”和“眼”，去走进群众、推动工作。一
年最热的季节，打捞蓝藻的渔民习惯了每
天看到皮肤黝黑的他，头戴草帽，卷着裤
腿，顶着烈日，行走在巢湖岸边，巡查蓝藻
打捞与治理；群众最急的时候，都愿意找
他，因为群众觉得这位书记最懂他们，能
帮他们解开心中的疙瘩。他在全市率先
推行“河长制”和“路长制”，并且主动担任
污染最重的十五里河河长，以及创建最难
的全国知名宁国路龙虾一条街路长。说
到“走河巡路”，干部都服他，因为区里没
人能比；搞蓝藻治理，干部都惧他，因为他
比专家研究得还透；抓文明创建，干部都
怕他，因为他比一线的城管队员发现的问
题还多。

在这种实干为民的情怀下，包河区
连续多年荣获“合肥市民生工程组织实
施工作杰出奖”，区财政投入民生和社会
事业的支出由 2007 年的 2.1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2.6 亿元，群众最大限度共享
了发展成果。如今，学在包河、住在包
河、吃在包河、游在包河，已成为合肥
市民的自觉选择。

为官一任，只为“人民至上”，别无他
求。在包河 8 年，胡启生从未为个人、为
家人、为身边工作人员和亲戚朋友谋取过
私利。如今，胡启生 50 多岁的姐姐、姐夫
常年在厦门打工，他们也很支持胡启生的
工作。

“因为我是党的一名干部，我就不能
谋自己的私利。因为我是一名书记，我就
必须心里装着人民。”家人的支持让胡启
生在勤奋干事、履职为民的路上拥有了更
多的激情和动力。

安徽省巢湖市委书记胡启生：

一名基层书记的4个“头衔”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黄小建

盛夏的天津大学游泳馆人气火爆。7
月 3 日下午 5 点，天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2014 级博士生王耕籍来到学校游泳馆，
他热情地向迎面遇到的每位工作人员打着
招呼，脸上挂着有些“憨憨”的笑容。这
里工作的“叔叔阿姨”们都乐于见到这位
跟他们非常熟悉、担任过学校游泳队队长
的大男孩，常常会略带调侃地叫他“王博
士”、“队长”，或者“救人哥”，因为他曾
见义勇为，在学校敬业湖中救起过一位落
水女生。

救人，争分夺秒

2014 年 6 月 14 日，临近天津大学期末
考试。夜里 12 点半左右，一位外校女生娜
娜（化名）在经过天津大学敬业湖南岸时不
慎滑倒跌入湖中，不通水性的她拼命挣扎
却离岸越来越远，情况十分危急。此时，从
教室刚画完图出来的天大建筑学院 2010
级本科生邓鹤发现了落水的娜娜，但不会
游泳的他一时间无法施救，赶紧到路边呼
救。王耕籍在附近教学楼做完实验后，恰
好开车路过。邓鹤将王耕籍误认成老师，
大喊：“老师，有人落水了！”王耕籍赶紧停
车，连车钥匙也没顾上拔：“在哪？快带我
去！”随即和邓鹤赶往娜娜落水处。此时娜
娜在水中已经离岸边有四五米远，头部在
水面上下起伏，不停呛水，王耕籍把手机往
地上一扔，直接跳下水去救娜娜。

身为游泳队员，王耕籍知道，争取时间
对于救助溺水者是最宝贵的，他奋力游到
娜娜身后，搂住她拼命往岸边游，在邓鹤和
另外 2 位同学的帮助下，合力将她救上了
岸。从下水救人到成功上岸，王耕籍仅用
了约 1 分钟时间。娜娜被救上岸时，已陷
入昏迷状态，身体抽搐，王耕籍随后配合赶

来的学校保安及 120 急救人员,将其送到
医院进一步抢救。

回忆起救人的过程，王耕籍说：“我只
想着争分夺秒，为落水者争取最大的生还
希望。这可能是我从小到大游得最拼命的
一次了。”正因为王耕籍与在场几位同学的
共同努力，娜娜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对于救人，王耕籍始终觉得，“我只是
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件事给王耕籍最
大的收获就是精神上的满足，在危急时刻

自己恰好有能力去帮助别人，“这种满足是
无法言表的”。

当有同学问起这事时，王耕籍只是说：
“昨晚有人在敬业湖掉水里去了，我去帮了
一把。”直到几天后很多媒体报道了王耕籍
见义勇为救起落水者的事，实验室的同学
才知道王耕籍救人时那惊心动魄的过程。

奖金，全部捐出

王耕籍勇救落水女生的事迹获得了天

津市乃至全国的见义勇为表彰。2014 年
12 月 25 日，王耕籍赴北京参加了在人民
大会堂举办的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表彰
大会，被评为“第十一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
司机”，获得了 5 万元奖金。回到学校后，
王耕籍决定将 5 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
在学校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对于一名
在校学生来说，5 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王
耕籍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参加表彰大会前，我就想不能自己
花奖金，因为我不是为了钱去救人的。”王
耕籍说。在表彰大会上，他遇到了全国各
地见义勇为的英雄，在彼此的交流中更为
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所触动，更坚定了自己
的想法。王耕籍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爸爸妈
妈。妈妈鼓励他说：“这笔奖金来得特别有
意义，所以要把它花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通过与学校的沟通，王耕籍最终将这 5 万
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学校，天津大学于今年
3月 4日正式设立了见义勇为奖励基金。

王耕籍 1989 年出生于天津，虽然被评
为“英雄司机”，但王耕籍却不愿意给自己
贴“英雄”标签。“如果从被救者的角度来
说，挽救别人的生命可以被称为英雄。但
我相信，每个人碰到别人有危险或困难，而
自己又有足够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时，都会
像我这样做。”王耕籍说。

英 勇 救 人 好 儿 郎
——记天津大学博士生王耕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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