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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在吉大这所拥有十

万人的大学里，还有一批像“逸夫”大爷、“三

教”大爷和“南六”大爷一样的普通校工，他们

就像编外的大学生辅导员一样，为大学生的健

康成长默默奉献着。

教育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研

究”课题组成员、吉林大学高等教育所所长赵

俊芳看来，这些看门大爷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

走红，为大学生所喜爱，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

这些大爷愿意播撒大爱并与大学生真诚交流，

能够俯下身子和学生打成一片，非常值得大学

老师学习。 同时，这些大爷的事迹启示我们：在

今后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精神等课

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应该把大学校园里的每一

个成员都统筹考虑进来，应该让每个成员都发

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让我们的大学

成为一个充满关爱和人情味的地方，更好地促

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据新华社）

吉大“看门大爷”走红网络

普通校工用凡人小事彰显大学精神

近日，一个名叫“花香果居”的微博博主，

不仅向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推出了“微秒杀”电

话， 还在微博里晒自己骑马上下班的照片，引

来粉丝一片围观。

他，就是成都市新都区斑竹园镇回南社区

（村）的村支书黄崇福，许多粉丝称其为成都最

潮村支书。 花香果居，则是该村打造的柚香风

情园；4 月 28 日，该地曾举行过新都区规模最

大的节会，吸引了数万名游客。

新鲜 特立独行，他骑马上下班

花香果居内，黄崇福骑马上下班已不再是

新鲜事。

一周前，老黄刚刚把马牵回来时，村民就

闹开了。 大家大多没骑过马，搞不懂老黄又在

搞什么鬼点子，“家里放着车不开， 骑马干什

么？ ”“我以前在边防当过兵，骑了 4 年马。 ”老

黄说， 村里在打造花香果居柚香风情园时，他

便有了骑马的想法。

老黄认为，花香果居与三圣乡最大的不同

便是原生态。 每户农家都是农家乐，柚林旁边

就是田地，游人来了，能切实感受到田园风光。

如何更好地保护这里的原生态，老黄决定先自

掏腰包买匹马来骑，“既环保，又能增加游客的

娱乐项目。 ”

老黄说他先起个带头作用，争取让村委班

子在村里巡查工作时都骑马。 以后，他还会引

进一些矮马，游客来了可以骑马巡游。

现在，村里的人传着这样的段子：骑白马

的是王子，骑黑马的是村支书。 王子能找到公

主，而村支书能带大家致富。

新招 迷上微博，他推出“微秒杀”

除了骑马，黄崇福还是个“微博控”。 五一

节前后， 花香果居共接待了 5 万人次的游客。

但平日里，这里的游客并不是很多。上周，当得

知高考结束后，他立即召开全村大会，把所有

农家召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吸引考生来这里。

最终，他决定用微博试试团购活动才有的

“秒杀”办法。 于是，他用“花香果居”的名字注

册了微博，并在上面推出针对考生的“微秒杀”

———但凡打入微博上电话的前十名考生，凭准

考证都可以在这里享受最低折扣。

微博开通 4 天，粉丝也就数十位，传播率

并不是很高。但老黄很有信心：只要坚持下来，

在微博上不断开展活动， 游客肯定会越来越

多。

特别 点子多，办出高端节会

网上，有人质疑老黄的行为与人们固有的

村支书形象不吻合，尽做一些很潮的事。 不过

村民叶嬢认为，他的“鬼点子”很多，敢于尝试

新鲜事物。最关键的是，去年，他才被村民们选

为村支书，上任不到一年，他就给村民们带来

了实惠。叶嬢一家，在五一节期间，每天收入都

在 3000 元以上。

4 月 28 日， 这里举行了新都柚子旅游文

化节的盛大开幕式，电视台全程直播、众多明

星艺人助阵， 火爆场面让村民们着实开了眼

界。

据了解， 此前该村举办过 5 次柚子节，但

每次规模都很小，外界知道的很少。 但这次节

会，创下了新都节会活动的 4 个最：办会规模

最大、节会跨度时间最长、举办规格最高、影响

力最广。 （据《天府早报》）

最潮村支书：

骑马上班 微博办公

骑马上班的村支书

日前，被吉林大学学生尊称为“逸夫”大爷的张传振在网络上走红，原因就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些诗句被拍照传到网上后，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转载，这也让吉大很多学生对这位身边的大爷肃然起敬。 事实上，除了这位刚刚走红的“逸夫”大爷，吉大

还有“三教”大爷和“南六”大爷等等校园“风云人物”。“三教”大爷因其语言风格非常幽默、犀利，爆红网络；“南六”大爷由于

为同学们剪头发、吹头发、修拉锁甚至熬汤药，心甘情愿地免费为学子们做各种“后勤”工作也爆红网络……

近日，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来到吉林大学，采访了这所大学校园里爆红网络的这些看门大爷和他们身边的人，实地了

解了这些大学校园中“有才”、“敬业”、“热心肠”的平凡人以及他们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吉林大学“逸夫”大爷张传振展示自己在网上走红的诗句。

吉林大学“三教”大爷张达明在接受记者采访。

吉林大学“南六”大爷杨海山在和学生交流。

吉林大学“看门大爷”

频频走红网络

6 月 1 日，“逸夫”大爷张传振

一张 8 首手写诗的电子版照片被

传到网络上， 这些诗句对仗工整、

格律严谨、催人奋进，包括了五言

绝句、七言律诗等，并且作者的字

遒劲有力，很快就被数千人转载和

浏览。

事实上， 早在 2008 年和今年

的 3 月份，被同学们尊称为“三教”

大爷的张达明和“南六”大爷杨海

山也相继爆红网络。

2008 年 8 月到 2009 年 4 月

间，凡是前去吉大中心校区第三教

学楼上课的学生， 都会看到国字

脸、浓眉毛、声音洪亮的张达明站

在教学楼前，认真地检查每一位同

学的学生证。凡是遇到没有带学生

证的同学，张达明都会用其幽默诙

谐的语言与同学交流，常常惹来阵

阵笑声。

有学生专门将张达明的话整

理成语录发到网上，经整理过的语

录大概在 40 条左右， 每一条都惹

得人捧腹大笑。 比如“忘带了不是

理由！ 那不是理由！ ”和“不出示证

件，我怀疑你是东北大学的！”等语

录被很多学生所熟知和转载。

百度网友 JLUMX 说，“三教”

大爷工资不高，却天天一直认真检

查证件，够不容易的了，而且这样

敬业的人也不多了。 向大爷致敬

吧！

吉林大学校园 BBS 上一位名

为“干煸豆角”的网友这样描述“南

六”大爷杨海山，他说，下午去麻烦

大爷理发，恰巧赶上一楼电路维

修， 大爷二话没说， 拿着理发工

具来到了我寝室， 花了不少工夫，

为我剪出了个整齐大方的头型 ，

大爷真是一位手艺高、 心肠热、乐

于奉献的好大爷，活雷锋！ 祝南六

大爷身体健康！ 为学生操劳，辛苦

了！

为了探寻吉林大学这些看门大爷频频走

红网络的原因，记者专门对这三位看门大爷和

他们身边的人进行了采访。

“逸夫”大爷张传振：

“有才”得令大学生“汗颜”

今年 63 岁的“逸夫” 大爷张传振告诉记

者，他祖籍河南，曾经在吉林省白山市某中学

做了 40 年的语文教师，2008 年退休后便来到

长春和儿女一起生活，去年来到吉林大学做了

逸夫教学楼的更夫。

张传振表示，来到吉大后，当他看到这所

学校的大学生学习都非常勤奋，感到自己仿佛

又回到了教书的时代，于是就开始写诗句记录

所感所思。

“忽然有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说，大爷，

网上都在说你写的诗句好，你火了！ ”张传振

说，“我没有想到这些诗句能引发网友的关注，

还能对他们起到多大帮助。 因为我这是头一次

给学生写诗，写了之后没想到学生反响这么强

烈，这么喜欢，令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诗对

很多大学生还是有一定触动的。 ”

“三教”大爷张达明：

独家创制 40 多条查证语录

为了保障学校师生的安全，吉林大学规定

同学们进入教学楼时都要向门卫主动出示学

生证。 但是，一些学生不理解学校这项规定，时

不时会出现一些学生和门卫争吵的现象。

而自从张达明当上“三教”大爷之后，“三

教”这栋教学楼就很少出现学生与门卫发生冲

突的情况，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张达明

在检查学生证件的时候既能“铁面无私”又能

“宽严相济”， 说出的话幽默生动又能教育人，

深得学生喜爱。

有一次，一位女同学没有带学生证，他就

用浓重的东北话说：“那位女同学，你拿饭卡干

什么玩意，这里又不是食堂。 ”但是，说完之后

还是让这位女同学进行登记后进去了；对于那

些“屡教不改”的老同学，张达明就说：“我认识

你，你都是老同学了，还不拿学生证！ ”张达明

诸如此类的话共被整理成 40 条“三教”大爷语

录，传到网上后迅速被广大网友和学生转载。

“南六”大爷杨海山：大学生的知心朋友

“南六”大爷杨海山今年 61 岁，从 2007 年

6 月开始成了吉大中心校区一名普通的门卫。

1967 年在部队入党的他，从那时起，就开始学

雷锋做好事。 今年春节以来，为了减轻大学生

的经济负担，他主动要求承担起免费为同学理

发和修理东西的工作。

在他面积不大却十分利落的收发室里，摆

放着推子、吹风机、剪刀等理发工具。“同学们

在外都不容易， 我就为他们免费剪剪头发，因

为只要看见他们我就感到十分快乐。 ”杨海山

说。 杨海山不但理发手艺好，还帮同学修理台

灯、拉链、书包，收发邮件，从来都是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空闲的时候，杨海山常跟同学们讲自己年

轻时候的故事， 主要是 14 年的军旅生涯和自

己的一些人生感悟。 聊人生、聊事业，还聊爱

情。 有的孩子失恋了，杨大爷就成了倾诉的对

象。 他也喜欢和孩子们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其乐融融。

“看门大爷”：“凡人小事”打动学子

“看门大爷”启示大学育人模式要不断创新

“看门大爷”走红网络 最潮村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