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 栏 的 话“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即日起，本报开设“技能人生·闪耀未来”专栏，聚焦
来自泰安职业院校的技能人才，讲述他们如何通过精湛技艺、不懈奋斗实现人生价值，展现
新时代技能人才的成长历程和精神风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责任编辑/李 雪

美术编辑/李睿智 本版校对/孙翠华 专题04 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

对于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护理系学
生吴势坤来说，2024年是她成长最
快、收获最多的一年。在第十七届山
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老
年护理与保健”赛项中，她凭借扎实的
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能和冷静的
临场应变能力，斩获个人一等奖。

吴势坤在泰山护理职业学院读
中医护理专业，学院深厚的文化底
蕴、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及特色鲜明的
课程体系，都为她打开了一扇探索中
医护理的广阔之门。

在日常学习中，“中西合璧”的教

学内容使吴势坤成长为既懂辨证施
护又具备现代医学思维的复合型护
理人才，“中医护理作为传统医学的
瑰宝，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更具现实
意义。我们只有将中医‘治未病’的
理念与现代护理技术结合，才能为患
者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服务。”

在泰安市中心医院临床实习期
间，吴势坤跟随带教老师深入一线护
理工作，真正理解了“白衣天使”背后
的重量。“护理不仅是技术技能的精
准运用，更是用专业、爱与责任传递
温度的过程。”她感慨道。在肾病科，

她逐步掌握术后护理要点；转入心衰
科后，她学习到了如何依据症状和检
查鉴别病因，熟练掌握CPR、AED急
救方法。最让她触动的是参与多学
科协作管理复杂病情时的场景。“当
专家们围着一个病例讨论时，我突然
明白，护理工作的价值不仅是执行医
嘱，更是用专业知识守护生命的每一
道防线。”吴势坤说。

吴势坤始终坚信，护理工作者的
价值不仅体现在专业技能上，更在于
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上学期间，她积
极参与志愿服务，志愿服务时长达

200多小时，并在泰安国际马拉松赛
现场担任医疗志愿者。在德赡养老
服务中心，她定期帮助老人、普及健
康知识，用陪伴缓解他们的孤独。在
她看来，护理工作不仅是一份职业，
更承载着用专业技能和温暖守护他
人生命的使命。

“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实践操
作，以及未来学业提升，职业教育都
可以为我们提供舞台。”吴势坤说，未
来她立志深耕老年护理领域，以匠心
守护初心，用专业与热爱书写护理人
生的华章。

护理专业学子蜕变成生命“守护者”

用双手托起生命传递温度

“当时我是抱着‘以赛促学’的目
的报名参加第十七届山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的。从最开始的慌乱到
最终能够从容应对，我收获很多。”回
想起参赛经历，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学
生侯雨彬坦言，自己用4个月的辛勤
付出，完成了一次从旅游类专业学生
到“文旅推介官”的蜕变。

自入学以来，侯雨彬精研文旅技
能，对导游讲解与文化传播十分热
爱。去年，侯雨彬在第十七届山东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赛项中

荣获三等奖。这一荣誉印证着其扎
实的专业功底、创新的服务意识及稳
定的临场应变能力，展现了新时代旅
游人才的综合实力与职业潜力。

谈起备赛过程，侯雨彬记忆犹
新。“这次比赛中，题库下发时间距离
正式比赛仅三周，每天都要在题海里
鏖战。”侯雨彬说，让她最头疼的是

“神秘题”，内容超纲且涉及实时热
点，为此她每天关注文旅新闻，模拟

“突击提问”。付出总有收获，这一项
内容，侯雨彬以满分拿下。

作为一名来自泰安高校的大学
生，如何在泰山导游词讲解环节向大
家充分展示泰山的文化底蕴，是侯雨
彬在备赛过程中一直重点思考的问
题。最终，她聚焦“登高必自”碑这一
景点，从“登高必自”碑的四重意思展
开讲解。“我在备赛过程中去了泰山，
在‘登高必自’碑前进行实地讲解，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替文物‘说话’，这
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这不只是一场
比赛，而是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侯雨彬说。

奖状之外，满载成长。侯雨彬表
示，她在这次比赛中明白了“硬功夫”
需要“软包装”，要将扎实的知识储备
转化为游客视角的表达，比如将泰山
地质知识转化为“25亿年石头会说
话”的趣味引导，自己以后会在带团
过程中实践应用。

“未来我将继续打磨‘一专多能’
的复合能力，既能像学者般深挖文化
内涵，又能如朋友般贴心服务，在职
业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侯雨
彬说。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学生化身“文旅推介官”

在省级比赛中“解锁”导游职业价值
□记者 杨丽宁

今年4月，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李恒哲与队友共同参加了第二届
山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园艺赛项并夺
得优胜奖，直接晋升技师（二级）职业
技能等级。这次大赛播下的种子，已
在他心中长成对职业发展更加清晰
的认知图谱。

“职业技能不仅是我们谋生的工
具，更是与时代同频的密码。我们既
需要深耕细分领域的‘工匠精神’，也
要培养跨学科融合的创新思维。”李
恒哲说。从小就对风景园林感兴趣
的李恒哲，在高考后选择了泰山职业

技术学院生物技术工程系园林技术
专业。在学校，理实一体化的教育方
式，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兴趣。

2024年，李恒哲参加了第十六
届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并在“景观
设计”赛项中获得了三等奖，这次大
赛使他打开了对职业类大赛的初步
认知，下定决心好好提高职业技能。

“这些参赛经历让我对职业技能有了
更深的认知，那些看似普通的操作细
节，背后都藏着无数工匠前辈总结的
经验智慧；那些反复打磨的流程规
范，实则是行业经验的精华沉淀。”李

恒哲说，他开始重新审视“专业”二
字，这不仅是课本上的理论公式，更
是面对突发问题时的冷静判断，之后
他会把每一次练习当作“赛场”，在打
磨技艺中寻找突破，让职业技能成为
支撑他走得更远的底气。

在泰山职业技术学院，李恒哲
深刻体会到了职业教育的魅力。“职
业教育不仅注重技能的培养，更强
调综合素质的提升。”李恒哲表示，
通过专业学习，他不仅掌握了实用
的技能，还培养了良好的职业素养，
在学习最新技术和理念的过程中，

也能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更好地进
行职业规划。

“这个时代造就了我，也造就了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技能工匠。每一
个新起点都是新的挑战，每一次挫折
都是成长中的一部分。”现在的李恒
哲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毕
业以后，他想成为一名园林设计师和
景观工程师，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设计和建造出美丽的园林
景观，为人们创造舒适、美观的生活
和工作环境，在专业的领域发挥自己
的专业特长，为社会作出贡献。

泰职学生在园艺专业学习中找到人生梦想

以技能扎根 在赛场绽放
□记者 杨丽宁

“我是一名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
生，也是家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
我在创新创业课上听到导师说，‘乡
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用创新
的眼光，把珍珠串成项链’，这句话点
燃了我心底的火苗……”

今年4月份，在我市举行的“泰
麓青音”大学生宣讲团启动仪式暨首
场示范宣讲报告会上，泰山职业技术
学院机电技术工程系创新创业团队
学生代表刘凤鸣以“去俺村——让青
春在乡村绽放”为主题作示范宣讲，
他对青年人如何赋能乡村振兴的独
特见解，以及在校园里的创新创业故

事深深打动着现场的每一个人。
刘凤鸣是一名大一学生，进入大

学以后，便跟随着导师的脚步，积极
参加创新创业比赛，在不断提升能力
的同时，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带
着‘让乡村被看见’的信念，我加入了

‘去俺村’团队。”刘凤鸣清楚地记得，
他带领团队白天测绘路线，晚上讨论
方案，走访了泰安周边72个村落，发
放了9852份问卷，记录下382处被
遗忘的微旅游资源。

“这些资源就像散落的珍珠，需
要一条线将它们串联，而我们想做的
就是让一个App成为这条线。”刘凤

鸣说，他们团队开发的“去俺村”
App通过智能路线规划和用户共创
模式，成功将分散的乡村景点串联成
网，为大家提供个性化乡村微旅游体
验，同时为偏远乡村带来客流与
活力。

“去俺村”可以基于用户定位智
能生成3至8小时的微旅游路线，还
能让游客自定义增减景点。比如在
九女峰景区，“去俺村”会根据月亮出
现的时间推荐最佳观景路线。目前，

“去俺村”已在小米、华为、百度手机
软件商城上架，带动乡村美食店日均
客流量增长40%。

刘凤鸣介绍，目前团队成立了山
东新启维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金500万元，并入驻中国泰山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团队24名成员扎
根基层，有人负责文化挖掘，有人专
攻数据算法，还有人成了乡村直播达
人。“一个大伯的米糕店原本一天卖
不到50块钱，现在通过App引流，
周末日均销售额突破2000元。”

“乡村振兴需要青年人的创新，
更需要科学家精神的坚守。未来，我
会继续带着这份初心，让更多乡村

‘被看见’，因为每一粒扎根泥土的种
子终将长成鲜花。”刘凤鸣坚定地说。

泰职大一学生开发App让偏远乡村“被看见”

职教学子用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记者 杨丽宁

刘凤鸣（中）与团队成员讨论。 通讯员供图

在泰安市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2023级在校生陈允瑞的微信朋友
圈，一张获奖证书照片被他单独
置顶。

去年，陈允瑞与队友和志强一起
参加了2024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决赛第四届
无人机飞行应用技术赛项决赛（中职
组）。在这场汇聚了国内各省中职院
校顶尖选手、展示无人机技术前沿应
用的比赛中，他们最终摘得金牌。

对于这名17岁的少年来说，他

迎来了成长路上的第一个闪耀时刻，
他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

谈起这次参赛经历，陈允瑞对很
多细节记忆犹新。“比赛过程中，我们
对无人机进行了精心的调试与优化，
力求完美。然而，比赛正式开始时，
我们的无人机突然发生了自旋。那
一刻，大家的心都悬了起来。”陈允瑞
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没有
退缩和放弃，而是迅速调整策略，最
终顺利完成比赛。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中职，

是不是会有遗憾？陈允瑞给了记者
否定的答案。“选择读中职，主要是因
为我的初中成绩不拔尖，经过各种考
量后，我选择了现在的学校和专业，
希望能掌握一项技术，成为专业能力
过硬的人才，实现自我价值。”陈允瑞
表示，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
中，拥有一技之长才是立足之本。

陈允瑞在学校里接触到了先进
的设备、专业的师资和丰富的实践机
会。“我的学习经验是‘勤学多问’，再
就是一定要坚持提高动手能力，多上

手实践。”陈允瑞说。
在职业院校的学习过程中，陈允

瑞深切地体会到了技能对于个人成
长和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拥有技能
不仅对个人有益，更能为社会创造价
值。例如通过无人机技术可以进行
环境监测、农业植保、灾害救援等工
作，这种通过技能实现社会价值的感
觉，是无比自豪和满足的。”陈允瑞
说，在职业院校，他找到了适合自己
的成长路径，未来他也将继续努力学
习，用技能改变人生。

泰安17岁中职生在国赛中摘金

“工匠少年”凭技能迎来闪耀时刻
□记者 杨丽宁

陈允瑞进行训练。 通讯员供图

□记者 杨丽宁

比赛中的侯雨彬。 通讯员供图

李恒哲正在进行训练。 通讯员供图

吴势坤在活动中宣誓。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