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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斗鸡中学退休教师李引成

校园今非昔比的巨变令人欣慰
本报记者 麻雪

今年 75 岁的退休教师李引成

可谓履历丰富，因为从教 30 多年，

他转战了多所学校，从站在三尺讲

台到走向教育管理岗位，他见证了

我市基础教育的发展变迁。

李引成于 1949 年出生在原宝

鸡县，是一名厂院子弟。1974 年

从凤翔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进入原

宝鸡人民街中学教书。“我最初是

当语文教师，后来因为学校缺少物

理教师，校领导就动员我转岗教物

理。当年流行一句话：我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考虑到学校教师

力量不足，需要我转岗，我就欣然

接受，改做物理教师了。”李引成笑

着回忆说，他们这代人学历、知识

储备普遍不高，所以走上工作岗位

后，还需要不断学习。当调至新的

教学岗位后，他明显感觉知识欠

缺。于是，他一边自学一边教书。后

来，李引成通过考试，又在宝鸡教

育学院上了两年学，拿到了大专学

历。在当时，这个学历的含金量是

相当高的。

李引成说，当时和他一样渴望

知识、渴望继续深造的人很多，好

在那个年代已经出现了夜校、电大

等，可以让他们在进修学习中不断

提升自我。在原宝鸡人民街中学教

书时，他发现学校普遍注重管理，

对于学生的安全抓得比较紧。到了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调入店子

街中学工作，明显感觉到学校之间

开始比拼教学质量了，所以校领导

要求教师们严抓教学质量，大家都

在教研工作中投入了更多精力。

“我带的班级曾经连续两年

在金台区的统考中排在前列，整

个学校的学生成绩也在不断提

高，当年‘店中’的名气就这样被

叫响了。”李引成说，“那时，家长

和学生逐渐认识到知识可以改变

命运，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不断提高，家长的配合度也越来

越高。”在学校的支持下，李引成

带头建起了店子街中学物理、化

学实验室，配备了实验仪器等，并

制定了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因为

教学方法灵活，每次上物理实验

课，学生们都很兴奋，学习成绩也

提了上去，这让李引成很欣慰。

因为工作出色，上世纪 90 年

代末，李引成又调至斗鸡中学工

作，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他在搞好

教学管理的同时，挤时间为学生上

课。他还积极调动教职工的积极

性，使学校的教学工作不断上台

阶。在 30 多年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中，李引成多次获得区教育能手、

先进教师等荣誉。

李引成感慨地说：“这两年，

我也经常去店子街中学、斗鸡中

学看看。当年我工作的时候，教学

楼还多是平房，教学设施比较简

陋。现在学校里有专门的教学楼、

图书馆、学生公寓楼、食堂、体育

场等，教室里也都是多媒体教

学设备，这和我们

当年相比，简直是

天翻地覆的变

化！”他 说，

这种变化无

疑是让人

欣喜的。

他 也 很

荣幸与共

和国同龄，

经 历 了 上

世 纪 70 年

代中期到新世

纪前几年的学校

发展，虽然退休

了，但他一直

坚持学习、

关注教育事业，也由衷地希望

我们的教育事业欣

欣向荣！

宝鸡技师学院退休教师杨进宇

培养时代需要的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罗琴

出生于 1949 年，与新中

国共成长。他用近 30 年的光

阴深耕职业教育领域，将个人

所学、做人感悟倾囊相授于一

批又一批技师学子，为各

大企业输送了无数优

秀的技术性人

才，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了

贡献，他就是宝鸡技师学院退

休教师杨进宇。

“退休 15 年了，虽离开了

工作岗位，可我一直关注着宝

鸡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今，‘宝

鸡技工’品牌越来越响亮，我

也感到无比自豪。”日前，记者

见到杨进宇时，他感慨地说。

年过古稀的杨进宇精神矍铄，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传递出

他的自信和从容。说到自

己与共和国同成长的

经历，杨进宇由衷

地表示，非常有幸

见证了时代变

迁，也亲历了

职业教育的蓬

勃发展。

1 9 8 0 年，

31 岁的杨进宇

来到当时的宝鸡

市技工学校。凭借

曾经在宝鸡市工业学校

所学的钳工知识以及

在部队当兵和在宝

鸡市黑木林铁矿工

作中积累的丰

富实操经验，杨进宇虽初当教

师，但在教学中游刃有余。他回

忆说，上世纪 80 年代，学校没

有专门的实操教室，而是在礼

堂设置了 4 个车间，每个车间

有 40 多名学生。“虽然条件简

陋，但当时我带的学生都是高

中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大家

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杨进

宇说，那个时候，上技校需要指

标，毕业能分配工作，所以技校

广受青年学子欢迎。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原有

的场地已不能满足基本教学需

求。在政府的支持下，1985 年，

学校搬到了现在的市区新福

路，校园环境更好了，也开设了

更多专业，还设置了大型实训

室，硬件、软件设施都得到了极

大提升。杨进宇说，国家非常重

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学校除了

在课程设置上分门别类，开设

更多适应时代发展的专业学科

外，还在就业方面下了大功夫，

不但要教给学生一技之长，还

积极为学生就业铺路搭桥。他

说：“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在

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设置了

办事处，在充分调研、协商的基

础上，将毕业生引入南方的电

子厂、电焊厂，更好地解决了学

生的就业问题。”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

对工匠精神的深刻诠释。“我

所教授的钳工专业，要求精益

求精、精雕细琢，因此在备课

和讲课中，我都会反复打磨、

耐心指导，和学生像朋友一样

多交流，教学中也融入我个人

对工匠精神的感悟，让学生深

刻了解‘中国制造’四个字在

国际上沉甸甸的分量。”杨进

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宝鸡技师学院院长刘淼

表示，作为工业大国，国家需

要技能型人才，学校就要下大

力气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

才。几十年来，杨进宇没有一

丝懈怠，哪怕是后来做了管理

工作，他也始终不放弃一线教

学。从教近 30 年，杨进宇已是

桃李满天下。“逢年过节，总会

有来自各地的学生看望我，其

实哪怕是来自学生的一个电

话、一条微信，都让我欣慰不

已。”杨进宇说。

2009年，杨进宇光荣退休，

但他仍然关心着职业教育的发

展。他坦言，新时代的职业教育

迎来了更多机遇，而在机械化、

智能化的当下，传统的手工技

能也需要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

承，为大国工匠的成长和发展

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