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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忠是国网湖州供电公司首位社区客户经理，30 年
来，他始终将客户群众装在心里，坚持“365 天只为做好一
件事”，是湖州百姓公认的“给老百姓办实事”的“金名
片”，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获
全国劳模荣誉称号。

扎根百姓中扎根百姓中 搭起连心桥搭起连心桥

2006年,不惑之年的吴克忠成为公司首位派驻社区服务的
驻点客户经理。社区客户经理角色虽小，每天工作串起的却
是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时，吴克忠服务范围内的社区共
有16个，涉及电力客户12万多户。他每天骑着摩托车，不间
断穿梭在湖城的大街小巷，一只约15斤重、装满工具和笔记
本的包，就是他的“移动办公桌”。每天他至少要跑四、五个
社区，行程50公里以上，帮助群众解决用电问题10余件，成
为社区电工中接到服务电话最多的人。“老百姓用电上的事就
是我的事！”这是吴克忠常挂在嘴上的话，更是他的工作信
条。吴克忠给自己定下了一条铁规矩：用电的事无小事，只
要涉及电的，都要做到让居民满意为止。

传递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打造打造““金名片金名片””

在社区里奔走多年，吴克忠越来越觉得个人服务力量的
单薄，组建一个服务团队、让更多有心人加入进来，成为他
最大的愿望，也给湖州公益供电服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9 年，国网湖州供电公司成立吴克忠班；2011 年年
初，湖州供电公司成立吴克忠供电服务队；2013年，吴克忠
共产党员服务队命名，从内涵到模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依托团队的集体优势，原来“电力·社区”服务内容拓展
为社区服务、乡村服务和园区服务三大特色品牌服务。如
今，越来越多的“吴克忠”们在社区驻点开展用电咨询、故
障报修、业务受理等12项便民服务项目,以“乡村·电力”服
务共建为载体，推进农村电气化建设；为企业提供业扩绿色通
道，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优化用电方案、安全用电服务，宣传
普及节约用电知识，指导企业科学用电、安全用电，合理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定期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安全用电检查，积极指
导开展节能改造等系列举措，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务。

从服务模范一人唱主角到团队共同发力，吴克忠三十年如一
日的为民服务之路，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领悟了
服务的真谛，融入了每一个群众的心里。 （王佳）

今年52岁的宗新民，是浙江杭州供电公司承
装分公司物业维修班班长，同事们说，哪里要小
修小补了，哪里就有宗师傅。

成天跟零碎部件打交道的日子是平实的。然
而业余时间，宗新民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侦四大队反扒队员。

这源于30多年前的一次偶然。当时，宗师傅
在小车桥坐公交车，车上他发现了一个小偷正在偷
乘客东西。正义感使然，他冲了过去，一把扭住了
小偷，将他送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人问他，要不要做反扒队员，宗师
傅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自此，除了上班，业余时
间他经常出现在公交车站、商场等公共场所，搜
寻一切有可能的“目标”。

“小偷再怎么掩饰，有时一个眼神、一个举动
都会暴露身份。平常人也许是看不出来的，可我
们做这行久了的人就比较有经验。比如公交车
来的时候，别人都往公交车的方向看去，只有小

偷会盯着乘客的包看。”宗师傅说。

平时只要出门在外，他就忘不了自己是一名反扒
队员。有一年国庆，他又和15名反扒队友们去蹲点，
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农居房周围守候一群“目标”。

为了将团伙全部抓获，宗新民和队友们接到
任务，当晚实行蹲点抓捕。零点过了，小偷团伙
的成员陆续回到了出租屋内。宗新民和其他反
扒队员扑上去，抓住了4个小偷，从他们身上搜出
了5只钱包，5000多元现金，还有品牌手机。

冬日的周末清晨，宗师傅通常舍弃温暖的被
窝，匆匆洗漱一番便出门了。在路边，买两个包
子、一袋豆浆，大口啃着包子，随意跳上一辆公交
车，上车时路过的每位乘客都被他看似不经意地
观察一遍。每当公交车到达一站，乘客上下车
时，他都提高警惕，关注每个下车者的神情，又重
新打量每个新上来的乘客。这是 30 年里反扒工

作的一个缩影。
30 年，宗新民不知磨坏了多少双鞋子，摔坏

了多少手表，被撕坏了多少衣服。现在他仍然在
每次出门前都会带上公安部门发给他的证件，随
时做好抓小偷的准备。 （钱英）

在桐乡市供电公司石
门供电所沈向农的家中，小
小的厅堂里堆满了箱子，一
杆黄色的、长长的杆子树在
墙角里特别显眼。沈师傅
介绍，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树枝修剪器，箱子里的是已经做好的手动款，放在角落的是为电动款而
设计的手动升级版。

自治“心病”
沈师傅今年58岁，从事电力工作几十年。近几年，身边发生了几起因修

剪树枝而致伤致残的事情，让他痛心万分。“我就想，一定要研发出一种工
具，让我们站在地上就能安全又轻松地修剪树枝。”

从2010年起，沈师傅开始为这个愿望奔波。为了找到一种既锋利又受力
又耐用的锯齿，他访遍国内五金生产制作加工名城，先后去了南京、苏州、绍兴、

缙云等地，用沈师傅的话说：“差点就跑到
香港去了。”至2012年，他的研发大功告成，命
名为多功能树枝修剪器，用上它，工人们站在
地面就可以带电修剪树枝，效率提高58.3%。

2012年 8月，台风“海葵”来袭，石门供电所得益于他的发明，修剪树枝
事半功倍，效果明显，所辖区域因树枝倒压而引起的线路断线仅有5处，远远
低于其他区域。此消息传开后，各兄弟单位纷纷前来取经并开始试用。

改造升级
各单位普遍反映用起来费力，如果能实现电动更好。为实现“电动”二字，

沈师傅首先来到苏州大学，向机压系的一位教授请教。有了初步设计构想后，
他又找到余姚直流电器厂，向他们请教开关、电池、电机等方面的技术问题。

从2012年底到现在，为了“电动”的实现，设计稿修改了一遍又遍，制作
出伸缩式手动版树枝修剪器和无杆电动修剪器，但这离他的目标还有很远
的距离，如何把伸缩式绝缘杆和电动修剪器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站在地面电
动修剪树枝，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修剪器的动力传输如何实现、远
距离末端摇晃的问题怎么解决，电池的重量与大小多少合适……

面对电动树枝修剪器研发的重重困难，沈向农师傅从来没有低头，未来他将和
同事们一起讨论、研究，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争取出成果、提效率。(彭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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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精神叫坚持

平民英雄三十年的坚守

春耕之际春耕之际，，安徽淮北供电公司组织广安徽淮北供电公司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大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养殖户养殖户、、村民村民
家开展用电服务家开展用电服务,,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和
问题问题。。 王文王文摄摄

近日近日，，杭州供电公司杭州供电公司1212名名““电力妈妈电力妈妈””走进杭走进杭
州杨凌子学校州杨凌子学校，，为学校的一群为学校的一群““特殊的特殊的””孩子们包孩子们包
饺子饺子，，为孩子们送去为孩子们送去““大家庭大家庭””的温暖的温暖。。 李超李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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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星星撑起一片夜空
齐 心

为星星撑起一片夜空
齐 心

海归妈妈和她的星星雨

留德海归田惠萍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以下简称“星星
雨”） 的主要创办者，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门服务于自闭症儿童的专
业特殊教育机构。1986年留学德国前，田惠萍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
孩。在留学德国的日子里，她始终牵挂着远在国内的儿子，每当听
到儿子健康平安的消息，她就会喜不自胜。1987年，学成归国后的
她却发现，儿子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喜欢她。

她带儿子去看儿科精神门诊的医生。“医生说，孩子得了自闭
症，那时候我就想带着儿子一起离开这个世界。”田惠萍回忆道，

“一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才有了创办星星雨的想法。”但是，当她
得知当时的全中国大概有40万名自闭症儿童时，她便毅然决然地走
上了创办星星雨的道路。

创业举步维艰，更何况星星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NPO （非盈利
组织）。但凭着田惠萍的一腔热血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渐渐地，社会
上的好心人和一些国际公益组织开始关注并支持星星雨。从最初的
3000元人民币捐赠，到1万元、2万元、13万元，再到李连杰壹基金
100万元的资助，星星雨逐渐壮大。

海归义工和他们的善心

“除了捐款和筹集善款，我觉得海归在帮助自闭
症儿童方面还可以做更多事。”一位星星雨教
育研究所的负责人说道。

来自广州的一位海归志愿者说：“我在新西兰期间做过照顾自闭
症患儿的义工，回国后就去了广州的自闭症机构做义工，一来可以
照顾自闭症患儿，二来可以跟机构里的老师交流一下新西兰在照顾
自闭症儿童方面的方法。”她认为，发达国家治疗自闭症儿童的方
法比较先进，国内的ABA （行为分析） 教师多受到过日本、美国
等国的志愿者专业培训，在国外接触并掌握过ABA知识，可以承
担这些专业的培训工作。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信息学海归
博士魏丽萍，近年来一直注重开发并利用高效的生物信息学软
件和数据库技术帮助自闭症患儿。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应用
汇、清华美院志愿者团队及星星雨共同研发出了一套自闭症儿
童辅助沟通和辅助教学 App 《小雨滴》。经一年的测试，《小
雨滴》 对自闭症儿童的辅助效果明显，并于 4月 2日正式上
线，自闭症儿童家长可到苹果的应用商店里免费下载。

海归行动和他们的呼吁

截至 2011 年 4 月 2 日，全世界自闭症患者已达 6700
万名，发病率在全球呈急剧上升趋势。我国的自闭症患
者数量也在不断升高，据全国残疾人普查情况统计，
儿童自闭症已占我国精神残疾首位，有估计称，中国
内地自闭症患儿已超过100万名，且患病率正逐年上
升，而未被诊断发现和有自闭症倾向的则可能更
多。

星星雨虽然从1993年开始已为近6000个自闭
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过服务，“但是对于庞大的
自闭症儿童群体来说，这些努力还是显得有些
杯水车薪。”面对自闭症患儿越来越多这一严
峻形势，田惠萍也呼吁全社会一起来关注、
关爱自闭症儿童，“这需要很多人，需要
全社会。”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自闭症被人
们渐渐熟知，越来越多的海归组织和
个人开始关注自闭症儿童，并且为
公益事业献爱心。近日，在“海
归精英聚首杭州关注自闭症儿
童”的活动中，海归精英纷
纷慷慨解囊，当即筹得善
款 37800 元。这笔善款
将由杭州慈善总会代
为捐向儿童康复中
心 ， 并 用 于 自
闭症儿童的
治疗。

规模无大小

心思很重要
李煜野

扎根“小行业”

做出“大生意”
王兆娟 朱 敏

办学校 筹善款 搞研究 做义工

打开自闭症儿童的心扉
刘伯年 张钧风

刚刚过去的4月2日，是世界第7个自闭症日。中国对自闭症
研究起步较晚，很大程度上借鉴国外既有的理论、技术成果。国
内专家学者大都有海外学习交流经历，这部分海归成为了自闭症
儿童的诊断、矫正的主力军，有力纠正了社会对待自闭症儿童的
不科学认知。

随 着 社 会 对 自 闭 症 认 识 的 深
入，一部分海归致力于对自闭症的
专业研究，还有一部分海归充分利
用自身技术、语言、经历等优势，
对自闭症儿童给予更加全面具体的
关注和帮助，在更多力所能及的方

面帮助自闭症患儿及其家庭走出困境。
都说自闭症儿童是天上的星星，那

么关爱自闭症的海归公益者便撑起了
“星星”们的一片夜空。

愿这片夜空更加明亮璀璨。

十几年前，能够出国深造，甚
至能留在国外工作，一向被旁人所
羡煞，回到国内的海归也有自己的
优势。而今海归原本闪亮的光环不
再明显，使得他们的归国就业也面
临新的挑战。“穷则变，变则通”，
有些海归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转
变思路，独辟蹊径，跳出金融、投
资和高科技等专业，扎根“小行
业”，做出“大生意”。

张欢：
盒饭也“疯狂”

17 岁出国留学，25 岁开始创
业，张欢原本在瑞士学习的是酒店
管理专业，归国后由于各种原因，
创业之路并未开启。于是他先
在西安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找到了一份月薪 800 元
的工作，做起了酒店
服务生。期间，善
于观察的他发现
了 一 个 “ 秘
密”：写字楼里
的上班族每天
都 在 纠 结 于
下 班 后 吃 什
么 的 问 题 。
就是这个发
现，让他的
创业找到了
支持点，并
最终创办了
西安捷星餐
饮管理有限
公司。该公
司严格按照
国 际 标 准 建
设 的 厨 房 ，
其制作的盒饭
很快成为同行
业中的“星级

盒饭”，味道鲜美，花样不断，同时严格执行卫
生安全标准，最终打出了自己的招牌。扎根盒
饭行业，看似不起眼，却让张欢的“大生意”
蒸蒸日上，而今张欢的“星级盒饭”卖得越来
越火，别看不起眼，盒饭也“疯狂”。

杜振宁：
鱼鳞也是创业的“金子”

就读于新西兰梅西大学的杜振宁博士，带着
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回到了家乡烟台，然而归国
后的发展却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顺利。一切从零开
始，他选择了在烟台大学药学院任教。但是怀揣
技术的杜振宁一直在寻找着创业的项目。

烟台海产品丰富，人们吃完鱼肉后，其他
部分基本被浪费。杜博士对此亲自进行研究和
市场调研，创办了烟台塔斯曼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成功将渔业废弃物——鱼皮鱼鳞转化成
了农作物吃的“黄金搭档”，给农民带

来了新的“绿色植保理念”，同时也
给自己带来了“丰收”。做一个

有心人，海归也能从小处找到
“金矿”，并非只有传统大行

业、高科技才能带来丰收，
“小行业”一样可以做出
“大生意”。

此外，更有海归卖
包 子 、 养 虫 子 等 例
子，“海归的创业路不
是越来越窄而是越走
越宽，就看自己怎
么 走 ， 往 哪 方 面
走。”创业多年的
海 归 刘 林 董 事 长
说。海归创业，需
要转变思路，寻求
新 方 法 ，更 要 放
下姿态，潜心观
察，瞄准市场所
需，用国际化的
视野去看创业项
目，而非被高学
历所“绑架”。

3 月
29 日，教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发布了《2013留

学 人 员 回 国 就 业 报
告》。 报 告 显 示 ， 2013

年，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
总 数 达 35.35 万 人 ， 同 比 增 长

29.53%。近几年，这一数据呈递增趋
势。对许多小规模创业者来说，如何才能在

创业大潮中掌握先机呢？

用“小心思”
让顾客倾心

重庆财富中心
有家咖啡店备受消

费者的青睐，这家店
的老板是 27 岁的海归

郭凌峰。郭凌峰考虑到
自己开店没法跟大品牌

的连锁店相比，于是他在
细节上花了些小心思，打造

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咖啡店。
“每次冲泡咖啡，心情不一

样，按不同比例冲泡咖啡，味道
就会不一样。这让消费者每次喝咖啡

都能觉出新意。”郭凌峰说，“要想取
胜，必须从除品牌影响力之外的其它角
度去取悦消费者。”此外，他还经常与消费
者互动，亲自教他们如何冲泡咖啡。为了使
顾客自己在家也能喝到纯正的热咖啡，他还
出售现场烘焙的咖啡熟豆和研磨咖啡的设备，类
似中国的功夫茶器皿，一套设备要 500 元。他说：

“人们在研磨和冲泡咖啡的同时，感受到了其中的热
情和情调，因而这种设备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把文化元素融入产品

刘晓蓬是山东省滨州市娇点蛋糕烘培连锁店的总经理。
短短几年，蛋糕店在当地成了市民选择糕点首先考虑的品
牌。刘晓蓬在国外考察时发现西式糕点的烘焙技术并不复
杂，国内许多蛋糕店都能做出同样口味的产品。但要想吸引
顾客，最重要的是特色。去年中秋节期间，这家店将“滨州新
八景”与传统剪纸相结合，推出了“新八景”月饼，将代表当地

本 土 特 色 的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到
了糕点当中。刘
晓蓬说：“每一
款 不 同 味 道 月
饼 的 包 装 纸 上
印有八景中的一
景，并加印‘好客
山东’标志。”除
此之外，他们目
前正在研制一款
名为孙武饼的新
糕点，尝试把孙武
文化融入到糕点制
作中，让更多人“尝

到”文化的味道。

借朋友圈聚集客源

汤金浩 2012 年从乌克
兰国立美术与建筑学院油画

系毕业后，现在淄博经营一家
艺术画室，主要为当地的家装公司

做墙壁彩绘。在这些工作之外，他还在济南
西街工坊开了一间“金浩工作室”，为艺考的学生做培训。

汤金浩常常往返于济南和淄博，在创作和教学中开拓
了两地的顾客资源。在济南培训时，他认识了很多同行业
的朋友，在淄博创作时，他又跟许多企业洽谈彩绘墙壁的
合作。他的作品在当地很受关注，很多新客户经过老客户
介绍主动上门，看过他的彩绘墙之后啧啧称赞，他不用打
广告就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宣传出去了。从刚开始的入不敷
出到现在每单生意赚到 5000元，汤金浩说：“顾客资源最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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