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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松：村里来了一位驻村大学教授
本报记者 刘代荣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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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松，1976年生，博士，教授，重
庆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
长。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
员，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理事，重庆市
地理学学会理事、自然地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重庆市生态环境咨询专家委员
会委员，重庆市规划和测绘科学技术委
员会委员，重庆市奉节县夔智库专家成
员。共承担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科研
项目30余项，发表论文140余篇，获省
部级科技奖励5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2
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重庆市及校级各级荣誉20余项。主
要从事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资源环境与
3S技术集成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回归校园，我将继续秉承伟大的
脱贫攻坚精神，精准务实、开拓创新，做
政治上的明白人、工作中的带头人、师
生间的知心人。”林孝松的激情发言，赢
得了全校师生的阵阵掌声。

2021年6月17日，重庆交通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林孝松从奉
节县竹园镇义和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凯旋后，向重庆交通大学校领导和中层
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作了《用最朴实的情
怀解决老百姓最现实的困难》宣讲，汇
报了他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的履
职情况。

林孝松说，797天，是我在奉节、在
竹园、在义和度过的日子，我可以自豪
地说，我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守土有效”，没有给自己丢脸，没有让交
大蒙羞，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林孝松作为大学教授，组织上派
他到奉节县竹园镇义和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他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带领
全体村民发扬“流血流泪不留憾，任劳
任怨不认输”的奋斗精神，让义和村实
现了整体脱贫，走上了致富之路。

林孝松所在的村被上级评为脱贫
攻坚先进单位，他本人被选入“夔智库”
专家成员，被评为“四访”工作先进个
人，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七得”（吃得苦、
耐得烦、提得起、放得下、融得进、驻得
下、理得清）书记和“五勤”（勤学习、勤
走访、勤宣传、勤实干、勤交心）书记。

初到奉节
——从大学教授到驻村第一书记

阳春三月的奉节，草长莺飞，一派
生机。

2019年3月18日，林孝松离开重庆
交通大学，乘车来到奉节县竹园镇义和
村担任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我来到义和村，住下来的当晚，就
听到有群众在议论，‘一个大学教授，教
书还可以，搞农业就未必哟’。”林孝松
对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一句“未必哟”，给满腔热情的林孝
松犹如在火上浇了一瓢冷水。

林孝松暗自想，大学教授不仅要教
书，也要服务“三农”。不然我这个搞地
质研究的，对公路建设、地质灾害等方
面的研究，就成了“纸上谈兵”了。

走马上任第一书记后，林孝松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走访群众，深入调查研究。

林孝松第一次到均已80多岁高龄
的胡君让、刘德英老两口家时，刘德英
询问他姓什么，林孝松一字一句地说：

“‘树林’的‘林’。”从那以后，“树林”就
成了林孝松的新名字，深深地印在了老
人的脑海中。

很快，林孝松登门拜访了义和村4
个社25个村民小组。1个月内，他访完
了101户贫困户，2个月内完成了在家
农户的入户走访。

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林孝松对义
和村人员、土地、种植、养殖等村情摸得
一清二楚。林孝松对村里如何发展讲
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村民从另眼相
看转为信任。

2019年9月，在奉节县首届乡村振
兴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国际论坛上，

林孝松作了报告《贫困山村产业兴旺的
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得到专家的认
可、干群的好评。

当年，在林孝松的带领下，义和村
实现了近5万公斤脆李销售。竹园镇
义和村被评为奉节县脱贫攻坚“先进单

位”，位列全县10个获奖村社首位（昔
日的义和是全县挂了名的后进村），大
学教授林孝松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第
一书记。

科研成果
——派上大用场助力乡村大发展

义和村海拔600~1400米，山高路
陡，常年多暴雨，山洪、滑坡等自然灾害
频发。

“作为一名搞地质研究的专家、教
授，看到农村常常受地质灾害威胁，非
常痛心。”林孝松说。自从担任义和村
第一书记后，他就下定决心，要用自己
的专长改变农村落后的交通条件，帮助
农村治理地质灾害。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硕的科研成
果，为林孝松在扶贫攻坚上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995年，林孝松以优异成绩考入
湘潭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本科毕业
后他考进重庆师范学院人文地理学专

业读硕士。此后，他又攻读了重庆大学
采矿工程博士学位。其间，林孝松走完
了三峡库区的各个区县，实地踏勘了许
多典型自然灾害点，撰写了公路边坡安
全评价、公路洪灾风险评估研究等方面
的论文。

在参与“重庆市地质灾害信息管理
系统建设”项目中，林孝松和团队成员
负责对重庆市范围内的滑坡、崩塌等灾
害点信息进行编码。“看着那一个个灾
害点信息以及造成的灾情，我心情沉
重，我第一次萌生了从事自然灾害防治
研究的念头。”林孝松说。

近年来，林孝松针对重庆山区公路
边坡量多面广、面临地质环境复杂、形
成时间短和安全稳定性较差等特点，构
建山区公路边坡整体和局部安全评价
技术；完成了以西南国省干线为研究对
象，从孕灾敏感、致灾危险、承灾脆弱等
方面构建公路洪灾风险评估体系；针对
重庆市山区山洪频发造成人员伤亡与
财产损失等突出问题，采用地理、气象、
水文、地貌、灾害等多学科方法，通过理
论分析、实地调研、模拟分析等手段，开
展山洪灾害链复杂演化及综合灾情评
估研究等，“山区河道型水库滑坡涌浪
船舶航行安全评估与预警系统”获得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

在第一书记任职期间，林孝松被聘

为奉节县“夔智库”专家成员，从地形、
交通、人口和资源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
系，借助TOPSIS评价、SOFM网络模型
和系统聚类等方法对奉节县332个行
政村进行乡村发展潜力评价和类型识
别，并对不同类型村庄发展困境与振兴
路径进行研究，为奉节县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提供了决策基础。

在竹园镇义和村，林孝松完成了农
户周边自然灾害孕灾环境和危险程度分
区，规划和制定了村社级道路沿线地质
灾害分区及防治措施。他多次冒雨实地
查看村社道路垮塌点和山洪堵塞点，确
定疏通治理方案，确保村民出行通畅。

教师职业
——让学生感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

2020 年 11 月 27 日，重庆交通大
学举行第六届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
教师评选现场投票。当轮到林孝松
上台演讲时，却是一名年轻的女学生
走上讲台，顿时下面一阵骚动。原
来，此时的林孝松仍在奉节县扶贫，
无暇回到学校。“林孝松老师2002年
来到重庆交通大学，至今已与1500多
名学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伴随
着大厅屏幕上的视频解说，师生们报
以热烈的掌声。

“当扶贫干部与当教师都是教育
人、让人成长，都是为了社会发展，让人
们过上幸福生活。”林孝松说。扶贫要

“志智双扶”，“志”就是志气，通过宣传、
交心、感化、帮助出点子促使贫困户勤
劳致富；“智”是智力、教育。作为一名
大学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解决贫
困山村儿童教育问题，特别是关注贫困
户家庭儿童的教育保障问题。

2019年暑假，根据义和村的实际
情况，林孝松向重庆交通大学团委提出
了需求，最终三个学院有20余名师生
来到义和村进行社会实践，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师生开展国土资源调查和村
庄规划等工作，并检测了当地11处饮用
水质量；人文学院师生开展了农村人居
环境政策宣讲、义和村自然人文宣传短
视频拍摄制作等实践；艺术设计学院师
生帮助义和村进行了总体文创、路牌、
建筑风格等策划工作，并设计了香香农
家乐招牌、青红脆李包装盒。学生们还
主动走进农户家里，帮助孩子们补习功
课，一起开展趣味活动。

“在我看来，勤奋向上、积极进取、
永不认输是一个学生必须具备的品
质。”林孝松说。

在交大，林孝松是受学生们喜爱的
“十佳教师”之一，他不仅关心学生的学
习情况，而且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时
时教育学生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在
乡村，林孝松同样诲人不倦，用真心帮
助莘莘学子实践得真知，引导学生在社
会实践中出成果，用真情助力当地村民
脱贫致富。

“我对林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
事，就是在大一上自然地理课时，林老
师带我们去了长江边和南温泉，路上给
我们讲解沿途的地貌和水文，耐心回答
我们提出的地理问题，让我们感受到了
地理学科的魅力！”学生陈雨菲发自内
心地说。

谈及自己身为教师的职责，林孝松
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教书育人无止
境。我会继续向前辈们学习，向青年教
师们学习。”

▶林孝松实地指导村集体经济香
菇菌丝种植。

▼林孝松在村扶贫电子分厂开业
典礼上作勤劳致富宣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