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学学硕硕士士回回炉炉当当焊焊工工，，不不后后悔悔！！
李强技校学电焊三年后，当了教师还准备出书

白白血血病病小小伙伙王王培培洪洪将将赴赴京京手手术术
借遍亲朋好友，仍有十余万治疗费缺口

本报潍坊4月4日讯（记者
李晓东） 身患白血病欲放弃治
疗，却给母亲和“叔叔”办婚礼的
王培洪近日又有新消息。4月4
日，王培洪计划从寿光市人民医
院出院回家，将赴北京进行骨髓
移植手术。

本报2月27日报道了寿光21

岁小伙王培洪身患白血病，却欲
放弃治疗，给母亲和“叔叔”办婚
礼一事。4月4日，经过一个多月
的治疗，王培洪肺部感染已基本
好转，计划5日出院回家，并将赴
北京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王培洪患的是急性淋巴性
白血病，费城染色体阳性，目前

已经复发两次。此前，王培洪与
母亲冯天彩于2015年在北京做
过配型，配型成功为半相合，可
以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费用还差一些，但是再不进
舱，担心会出现第三次复发。”王培
洪在与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
的主治大夫沟通后，计划6日赶赴

北京进行检查，择期进舱接受骨
髓移植手术。王培洪说，通过家人
的多方筹款和好心人的捐助，现
在进舱的费用基本凑齐。

近段时间，王培洪通过多种
渠道筹集手术费，包括向亲朋好
友借钱等。但是筹集的款额不是
很理想，治疗费仍有十余万元的

缺口，近日也在考虑通过贷款筹
集治疗费。而且，如果在移植过
程中出现感染或者排异，相应的
治疗费缺口依旧不小。

王培洪告诉记者，按计划，
母亲先到北京进行供体体检，再
根据自己检查的情况，确定具体
的进舱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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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白血病小伙

人生在世，总会出现那么几次反转，通向未来的路径也因此改变，尤其是处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舆论焦
点之后。而这又会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本报即日起推
出“回望那年那人”系列报道，回顾过去、注目现在，为您呈现曾经被本报重点报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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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毕业折腾13年

里子战胜了面子

干过记者、当过秘书、做
过装修，用李强自己的话说，
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安分”
的人。28日，瘦瘦高高的李强
骑 着 摩 托 车 从 课 堂 匆 匆 赶
来。初次见面，已经接受过上
百家媒体采访的他笑着说，
自己只不过是学了个手艺，
没啥。

不过，拿着文学硕士文凭
到技校回炉的决定还是让李强
的履历显得与众不同。20年前，
与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高考生
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
希望家中独子李强能通过高等
教育出人头地。

2 0 0 0年，从滨州学院中
文系毕业的李强顺利进入一
家 中 学 教 学 。“ 当 时 没 有 编
制，只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工
资 也 就 五 六 百 元 。”这 份 工
作，李强干了两年。不甘寂寞
的他选择考研，于是，青岛大学
文学院成了李强的第二段大学
校园经历。在这里，李强结识了
人生路上的导师徐鹏绪教授，
也正是有了徐教授的牵线搭
桥，李强才选择学习电焊专业。

从专科生直接阔步成为研
究生，镀金成功的李强却没能
享受到硕士学位带来的魔力。

“2008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学历没有让我成为企业争抢的

‘香饽饽’，找工作仍然很难，甚
至有些同学根本找不到工作。”
无奈之下，李强在青岛一家私
企做起了文秘的工作。

读研三年、工作十年，大学
毕业后，李强折腾了整整13个
年头。“2013年做私企行政的时
候，工资收入能领到4000元左
右，但我还想再好一点。”事实
上，在从事办公室工作之余，喜
欢动手的李强学会了房屋装
修，甚至连办公设备的维修也
是信手拈来。

2013年7月30日，这个日
期 深 深 地 印 在 李 强 的 脑 海
里。在徐鹏绪的推荐下，李强
做了一个在外人和家人看来
都难以接受的决定：去莱芜
技师学院学电焊，一切从零
开始。“过了自己这一关，剩
下就没什么了。”李强说最大
的敌人就是自己。在技校学
的都是很实用的知识，学了
就能用。当时，本报曾给予报
道，而李强也成了全国舆论
的焦点。

本报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张晓菊

承受压力大，泡在车间拼命练

骨子里的不安分或许从小
就在李强心里悸动着。

喜欢拆拆解解的李强小时
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破坏王”。

“小到手表、电视机、收音机，大
到浇地的柴油机，都没能逃过我
的手。当然，很多东西拆开之后
再也没装回去，为此也没少挨
打。”但是，偶尔组装成功让李强
尝到了动手的甜头，拆解之后的

“零件世界”也让他叹为观止。
“我不想在某个岗位上默默

无闻，想有更好的发展，发展的
支撑无疑是技术，是一门能让自
己立足的手艺。”在李强看来，文
学硕士去当技工，最大的问题就

是放不下研究生的包袱。
一时间，“文学硕士回炉学

电焊”的消息把李强推上了风口
浪尖。“说实话，当时身上的压力
很大。面对社会的关注和学校的
期待，我很怕失败。”李强从不避
讳他心里的坎儿，“我的经历真
的没什么可借鉴的，可之后很多
本科生因为看了报道，从全国各
地慕名而来和我成了同学。”

这几天，李强正忙活着带学
生准备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山
东省选拔赛。实际上，在莱芜技
师学院学习期间，李强曾拿过选
拔赛焊接组的一等奖。回忆起备
赛的那一个月，李强记忆犹新，

“太不容易了，真是没命地练”。
“当时，我拿着学校焊接车

间的钥匙，从早晨6点练到次日
凌晨3点，一蹲就是一天。两个教
练陪着我练习，训练时用的焊条
也数不清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膝盖和小腿甚至都没有知觉
了。”凭着“千万别拿自己当人”
的信念，仅学习一年，李强就夺
得了一等奖。拿到奖杯的那一
刻，李强没忍住泪水，哭了起来。

从参赛选手到指导老师，李
强的身份实现华丽转变。他说，
当初自己没有退路，如今也是，
我将倾尽自己的所学，带好所有
学生。

一边是文学硕士的
文凭，一边是技师学校
的电焊专业，2013年的一
个决定，让这两条看似
平行的“学业线”相交
了。“就业就好像面子与
里子，当里子战胜了面
子，就业前景就豁然开
朗。放下包袱学技术，回
头看，我不后悔。”如今，
拿起焊枪的文学硕士李
强成了山东技师学院电
气工程系的一名专职教
师。

人物档案

姓名：李强
性别：男
年龄：37 岁
籍贯：山东博兴人
职业：山东技师学院电气工
程系教师

焊接课堂上讲卖油翁的故事，有“文学味儿”

去年，李强考入山东技师
学院电气工程系，成了一名教
焊接理论和实操的专职教师。

学了两年电焊，为何没去
工厂找份焊工的活计？“上学
时，在大连造船厂和一家汽车
厂实习，太辛苦了。一条20米的
焊缝，拖着焊枪一蹲就是一天，
中间不能停，一旦出现接头就
会不牢固。”虽然从事电焊月收
入能近万，但在李强看来，身体
有点吃不消。

除了高强度的工作，李强
选择从教也有自己的想法。“即
便你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
能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教给学
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有成就
感。”现在李强每个月拿着几千
块钱的收入，不及焊工挣得多，
却收获着成就感。

与李强的交流中，仍然能

感受到他身上文学浸润的影
子。与其他老师不同，李强的课
堂多了些许的“文学味儿”。

“我经常在课堂上引经据
典，焊接的理论知识也可以有
文艺气息。比如，我常给学生讲
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的故
事，熟能生巧。学习焊接也是一
样，只要坚持长期摸索，不断完
善，就能练出过硬的本领。”

在“95后”学生眼里，“强
哥”是享受课堂的老师，也是一
起学习的哥们儿。

一周20节课，带150名学
生，李强的工作安排得很充实。
时间就像海绵，挤挤总会有的，
更何况是李强这样的工作狂。
这不，一个出书的计划正在李
强的心中萌芽。如今，这萌芽的
梦想已经快开花了。

“今年，我计划出版一本焊

接文献学书籍，现在已经写了
35万字了。上大学时，就对古籍
整理和古典文献感兴趣。实际
上，焊接这门学问越学越多，根
本学不完。我想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无论是技工院校的学生，
还是材料学方面的研究人员，
都能找到一本实用的集大成书
籍。”把文献学和焊接结合起
来，李强努力把自己的想法变
成现实。

说起自己的这本书，李强
打开了话匣子。“这本书不是简
单地汇总目前关于焊接的文
献，更多的是在整理的基础上
进行评价，能站在制高点上与
国际焊接技术接轨。”

对于未来，李强没有奢望，
他只是想在三尺讲台上把焊接
的知识播撒给一茬又一茬的学
生。

2013年7月30日，报名第一天，李强就到实习车间跟电焊专业讲师石峰学习焊条的夹持方法。(资料片)

本报记者 郭延冉 摄

回望
那年那人

即日起，本报推出“回
望那年那人”系列报道，将
对已经报道过的新闻人物
进行回访。对于这些新闻
人物，您是怎么看的？这些
新闻人物的事迹有没有给
您带来借鉴或影响？快拨
打本报热线96706或登录
齐鲁壹点情报站来说说
吧。

如果您对以前报道过
的一些新闻人物，尤其是
封面人物有深刻的印象，
也可以向我们推荐，我们
将择机进行回访。

征集新闻人物啦

有想法就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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