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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掏腰包办起乡镇老年大学
诸城百尺河镇的逄振忠为村民建起“开心乐园”

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的于晓冰勤学苦练技能娴熟

昌乐小伙在水处理竞赛中大显身手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近日，2022年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
赛——— 第一届山东省水处理技术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名
单揭晓，来自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的于晓冰，凭借娴熟
的操作技能，获学生组一等奖。职业技能大赛后，于
晓冰有了哪些成长和收获？对于未来，他又有哪些计
划和期待？11月14日，记者来到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倾听于晓冰的备赛故事，
感 受 他 身 上 的 “ 工 匠
精神”。
　　今年21岁的于晓冰，
是昌乐人。记者在一间实
验室见到他时，他正在教
练杨明的指导下，完成一
项水中硬度的测定实验。
只见他将EDTA标准溶液
放进滴定管里调节零点
后，又夹到铁架台上。随
后，在水样中加入氨水、
铬黑T指示剂，开始滴
定。于晓冰左手握住滴定
管旋塞，右手均匀摇晃锥
形瓶。溶剂反应的时间、
温度和浓度在于晓冰脑中
高速运转。几秒钟的时
间，溶剂颜色慢慢变成天
蓝色。三次平行样重复操
作后，读取数据，滴定终
点判定分别在20.17ml、
20.17ml和20.18ml，误差十
分小。于晓冰表示，误差
越小，越有助于企业污水

水质的检测。
　　把精湛的化学技术用在化学生产上，把钻研的精
神带到每一项实验中。在于晓冰的耳边，经常回荡着
杨明的教诲。于晓冰怀揣技能成才的梦想，今年成为
环境保护与检测专业的学生后，听到系里要成立水处
理集训队，参加第一届山东省水处理技术职业技能竞
赛，他第一时间报了名。经过层层选拔，于晓冰顺利
入选，从此开启了日夜不缀的训练。

　　首次参加高规格的水处理技能赛事，于晓冰付出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因为该比赛要求具备一定的
化学基础，对于化学基础薄弱的于晓冰来说，要想啃
下这块硬骨头，只能俯下身来学习。为了恶补化学知
识，于晓冰几乎放弃了个人休息时间，每天早上7时
30分准时到实验室，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师请教。
暑假期间，于晓冰也没有回家，继续待在实验室里练
习做实验。
　　起初，做滴定实验时，为了获得一个准确的数
据，做到颜色均匀变化、准确到达滴定终点，手绝对
不能颤抖，每天仅腕力和稳定性训练，就要练习上千
次。操作流程要点多，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每次
实验的数据。除了常规训练计划外，于晓冰每天还会
主动加练。晚上回到宿舍后，再把一天的总结发给杨
明，请求指导改正。每天应对技术上的难点和挑战，
看到数据差距越来越小，于晓冰距离自己的梦想又迈
近了一步。
　　在同龄人中，于晓冰有着超越他人的成熟稳重和
吃苦精神，杨明对于这位徒弟身上具备的优秀品质，
格外青睐。为了充分备战本次比赛，于晓冰和杨明认
真分析考试项目，模拟考试场景，日常除加强工业废
水处理理论知识学习外，还着重强化对仿真操作、泵
站系统运行与维护的训练，每一项力求做到了如指
掌。最终，他荣获了学生组一等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赛场返回学校后，于晓冰
对于日常的训练以及学到的技能能够实际解决生产难
题，有了更清醒的认知。他不仅在这个专业中感受到
了很多成就感，同时也紧跟专业发展趋势，和团队一
起钻研水处理前沿技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技术标准不断更新，技能人才也需要不断掌握
新的方法和技巧，才能更好地适用市场需求。”于晓
冰说。下一步，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实际行
动传递“工匠精神”。

于晓冰（右）正在进行实验。

  在诸城市百
尺河镇有一所农
民老年大学，学
员都是来自周边
近百个村庄的普
通农民，年龄最
大的已经九十多
岁，最小的也年
近六旬，他们聚
在 一 起 吹 拉 弹
唱、载歌载舞，
欢乐的景象成为
百尺河镇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这
所农民老年大学
的校长，是来自
大顺河村的一位
普通农民——— 今
年 7 3 岁 的 逄
振忠。

□文/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隋炜凤

希望村里老人可以摆脱寂寞孤独，老有所乐

  说起成立一所农民老年大学的初衷，
逄振忠告诉记者，2004年，他与妻子去深
圳看望女儿，看到附近有一处老年活动中
心，一群老年人聚在一起吹打弹唱、载歌
载舞，好不热闹。第二年，逄振忠就在这
家老年活动中心报了名，他先后报了书法
班、舞蹈班和唱歌班，学习了五年，并以
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老年大学毕业证书。
2011年，他回到诸城生活，又在诸城市老
年大学先后学习了书法、舞蹈和诗词写
作。每天早上他迎着朝阳，骑着摩托跑40
多里路去城里学习，下午踏着晚霞归来，

风里来雨里去，这样的生活他又坚持了
五年。
  不断学习进修，逄振忠文化水平有了
极大提高，他视野开阔了，思想境界更高
了。近些年，他看到身边一些上了年纪的
老人，终日无所事事，非常寂寞孤独，这
深深触动了他。“个人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不是乐，只有大家都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一个大胆的设想在
逄振忠脑海形成，他想办一所农民老年大
学，给村里的老年人一个可以学习、充实
晚年生活的好去处。

成立艺术团动员老师学员，办起老年大学

  在乡村办一所老年大学，何谈容易！
逄振忠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先成立“白
龙山老年艺术团”，在此基础上再成立乡
镇老年大学。为了成立艺术团，逄振忠四
处网罗人才，利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百
尺河镇10个社区、78个村庄，动员擅长诸
城东路大鼓、茂腔戏等当地有名气的文艺
人才，可谓是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随后，逄振忠组织“白龙山老年艺术
团”的团员一连演出了7个晚上，所有的
开支全部自掏腰包。演出深受欢迎，不少
老年人很受鼓舞，纷纷报名参加。在逄振
忠的努力下，老年大学开起来了，共开设

了九个班，分别为戏曲歌唱班、东路大鼓
班、根雕艺术班、剪纸班、舞蹈班、书法
班、象棋班、乒乓球班、体操健身班。如
今报名的有300人之多。
  老年大学成立后，逄振忠拿出3万
多元，购置了麦克风、电扇、电脑、
茶叶等。每当节假日，他都要组织人
员去镇敬老院慰问演出，农闲季节则
组织大家到村里演出。久而久之，在
这学习的村民都把这里当成了另一个
“家”，纷纷高兴地说：“老年大学是
咱老年人的乐园，不仅丰富了文化知
识，而且还有利于身心健康！”

逄振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