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 社区·人物 2015.9.21 星期一 编辑 付文龙 校对 马骁 E-mail：fwl@pdsxww.com

□本报记者 牛超/文 禹舸/图

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精通计算机，编
程、网络、管理均不在话下；爱好运动，足
球、篮球、羽毛球样样在行；他做得一手好
菜，还会理发。目前，他正在钻研木工技
术。在别人眼里，他是“全能王”。他叫闫
东伟，今年 37 岁，家住市区长青路新华区
政府家属院。

9月16日上午，记者依约见到了闫东伟，
他中等个头，穿着一件蓝色T恤。提起自己
的这些兴趣，闫东伟笑着说：“计算机是本行，
运动是为了健康，做饭、理发是外因促成，而
做木工则是因为好奇。”

体质弱，他爱上运动

据闫东伟回忆，5 岁之前，他因为体质
差、身体弱，“几乎天天往医院跑，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的医生差不多都认识我。弱不
禁风的身子顶着一个大脑袋，天天在医院晃
荡。”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闫东伟的父亲经
常有意带着他锻炼。

上小学期间，有一年学校举行运动会，闫
东伟报了个800米，“当时身体条件很不好，
我勉强跑了下来，结果得了最后一名。”闫东
伟说，可能是男孩好面子，这件事对他刺激很
大。初中时，他参加了学校的短跑队，训练了
3年，随着训练的持续，闫东伟的身体状况明
显好转。1993、1994年，他两次代表学校参加
市里的青少年运动会，分获冠、亚军。

其间，闫东伟还被市里一位芭蕾舞教练
看中，欲收他为弟子，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学习了一年芭蕾舞后，经过反复思考，他
最终放弃了学习芭蕾舞。

后来，闫东伟考上了湖北孝感卫校，学
习计算机应用与管理，“在学校的3年里，我
和同学组成的班级篮球队‘打遍校园无敌
手’。”

目前，闫东伟和市区一些爱好足球的同
行组织了一支草根足球队。在这支足球队
里，他当前锋，大家经常利用周末在一起切
磋技艺。今年六月份，由他和同事牵头组织
的新华区羽毛球协会正式获得审批，闫东伟
担任副会长和秘书长，负责协会的赛事安排、
章程。

提起这些爱好，闫东伟笑了，“爱玩，什么
也不精通，但什么都想试试。”

为女儿，他学会理发

闫东伟的女儿今年5岁多，在幼儿园上
大班。自小，女儿的头发都是闫东伟理的。
提起这事，闫东伟还觉得挺不好意思。

据闫东伟介绍，女儿满月时，他们请理发
师到家里为女儿剃“满月头”。“结果女儿哭闹
得厉害，家人怎么哄都不行，后来理发师匆匆
给女儿剃了几下就走了。”此事，对闫东伟的

触动很大。
“眼看着女儿的头发越来越长，不理是不

行了。”于是，他让妻子在一边逗女儿，他则拿
着剪刀、梳子试着为女儿剪，“回忆着理发师
给自己理发的动作，比葫芦画瓢”。就这样，
闫东伟给女儿剪了一次又一次的头发。

为了给女儿的头发剪好看些，本来一个

月去一次理发店的闫东伟两个星期就去一
趟，“主要是为了观察理发师理发的动作”。

俗话说“熟能生巧”。时间久了，闫东伟
的理发技术越来越高。现在，他妻子、岳母，
甚至妻妹的头发都是他剪的。

“其实也没什么技巧，她们都是直发，主
要就是修修刘海、发梢。”闫东伟说。

因好奇，他钻研木工

走进闫东伟的家，屋里、楼道里摆的都是
碎木头。“这都是他在外面拣的，都快成拾破
烂的了。”闫东伟的妻子笑着说。

5年前，闫东伟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些
利用我国传统工艺——榫卯技术做的木工
活，“不用钉子，就是采用凹凸结合的方式和
胶将其连接起来，而且还非常结实。”闫东伟
觉得很神奇，于是开始摸索起来。

没有工具，他就上网购买，锉刀、凿刀、砂
纸、刨子……一样不少。没有木材，他就到处
去捡。

闫东伟说，他女儿在平煤幼儿园上学。
一次，他开车送女儿上学，途中发现一家门店
要装修，正在清理屋内的“垃圾”。送完女儿
后，他就蹲在店门口，看到对方将木板之类的
东西扔到外面，他就上前问人家：“这些东西
还要不要？”“不要不要，都拉走吧”，别人还误
认为他是“拾破烂的”。

对此，闫东伟也不解释，将这些木材“打
包”放到车上，然后在别人惊奇的目光中开车
离去。

除了到装修门店“淘”木材，闫东伟还经
常到一些拆迁工地，专门捡别人不要的门框
拿回家。

利用这些捡回来的废木料，他做了孔明
锁、板凳、鞋柜……虽然水平比不上专业的，
但还是挺实用的。

如今，闫东伟又在研究雕刻机。“光用手
做活，有时角度如何、面是否水平、精确度多
少等都不好掌握……”闫东伟说，“搞木头和
玩机械是分不开的。”虽然外面可以买到雕
刻机，但他不愿买，还是想自己做一台适合
自己的。

朋友说，他是“全能王”

“他做饭还特别好吃。”
“他的手机贴膜技术可以和街头的专业

贴膜人员比。”
“他还会手机刷机，反正我们遇到难事都

找他，他是我们的‘全能王’。”
…… ……
提起闫东伟，他的朋友老范等人忍不住

夸奖起来。
对此，闫东伟显得很谦虚。“其实也没什

么，我只是因为好奇才去接触的。你说我又不
喜欢喝酒，下班了总要找点事干吧。”闫东伟说，
人不能闲下来，“心一旦闲了，人就会懈怠。”

“全能王”闫东伟

□本报记者 王辉

市区建设路东段鸿鹰小区一名保安业
余时间喜欢写诗，他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
丰富、富有生活气息。9 月 16 日下午，记者
来到鸿鹰小区采访了这位爱写诗的老保安
张天祥。

从小喜欢写顺口溜

张天祥个子不高，平头短发，面色红
润，说话有板有眼。在鸿鹰小区一个小花
园内，张天祥向记者吟诵了一首他的新作
《观看9·3阅兵感言》：

抗日胜利七十载，纪念抗战大阅兵。
中华雄兵陆海空，各显英姿展军容。
三军雄师步齐整，铁甲战车好威风。
新型导弹首亮相，卫边守疆显奇能。
张天祥说，他今年61岁，原籍叶县仙台

镇老程庄村。上小学时，他的学习成绩在全
班一直名列前茅，语文成绩和作文水平尤为
突出，他的作文时常被老师评为范文。

小学毕业后，张天祥又上了两年初

中，后来就辍学在家务农。那时他在生
产队干一天活，收工回家休息时，“就拿
起笔写两句，写一写一天的感受”，例如：

“急着挣分去挖河，起早摸黑赶农活。”
等。

喜欢看古典名著 常以诗会友

农闲时间，张天祥坚持读书写作，一些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
等，他很喜欢看。“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看书多了，有真实的生活体验，
灵感一来，脑子里的东西直往外蹦。”张天
祥说。

1977 年，张天祥高考落榜，从此就以种
地和打工为生。20世纪 80年代，全国农村
普遍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张天祥
高兴地写道：“分地到人承包田，农民高兴
喜开颜。”业余时间写诗作文是他的一大爱
好，有时创作一首新诗后，他会带着自己的
新作，找本地一所中学的老师进行评点和
指导，以诗会友，从中受益颇多。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近年来，张天祥

的子女先后成家立业，他于 2008 年跟随子
女来到市区鸿鹰小区居住生活，目前在鸿
鹰小区东门当保安。

整理所写诗歌当传家宝

几个月前，张天祥将自己日积月累的
顺口溜和诗歌整理并装订成册，取名为《农
民诗文集》，其中的诗篇多达几十首，内容
涉及他干农活、烧砖、打工以及歌颂改革开
放、人民生活改善，还有鸿鹰小区居民的文
体娱乐活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是张天
祥数十年生活阅历及其感悟的缩影。

对此，鸿鹰小区居民赫国臣说：“老张
写的东西不错，在小区的黑板报上写出来
后，吸引不少人都来看。”

他在北京打工期间参观人民英雄纪念
碑后，写下一首五言诗给记者留下深刻印
象：“仰望纪念碑，冲锋号角吹。英雄洒热
血，换得今日辉。”

据了解，1996 年春天，张天祥在湖南打
工时，曾与工友一道专程到井冈山旅游。
其间，他写的一首《游井冈山感言》“星火燎

原起烽烟，井冈会师开新篇。枪林弹雨战
顽匪，万里征程克艰难。百战拼杀血腥雨，
气壮山河神鬼寒。为有牺牲多壮志，扭转
乾坤换地天。”曾经在《老年春秋》杂志上发
表过，这是迄今为止，张天祥在报刊发表的
唯一一篇诗歌。

9月 19日上午，市诗词研究会顾问李眭
清等人看过张天祥的部分诗作后认为，作
为一名诗歌爱好者，他观察事物细致入微，
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中几首诗中的一些
诗句可圈可点，但总体来看，他的诗中不规
则重字太多，而且时有失韵和乱韵现象。
建议张天祥多与同行进行探讨交流，同时
阅读一些古体新风诗的专业书籍，以提高
创作水平。

当记者问《农民诗文集》是否准备出
版时，张天祥答：“我并不想出书出名，之所
以将自己写的东西整理出来，主要是想把
它们送给子女，让他们一代一代地传下
去。我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有些价值，是一
种精神财富，将来会对子孙后代的成长与
生活有所帮助。”

爱写诗的老保安张天祥

▲闫东伟学会理发后，经常为女儿剪头发。

▶最近，闫东伟正在研究雕刻机控制
器模型，他想做一台适合自己的雕刻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