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败了等待下次崛起，再失败，再继续，一直拼搏五年———

最苦的不是没钱，是那些辗转
本报记者 李沙娜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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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艺术的热爱是坚持的理由

2006年刘明智高中毕业，“刚开始学美术
也只是为了考学。”他说。

到2011年，他已经走过了五年的艺考路，而
艺术也从考学的一个砝码变成了生命中不可缺
的一部分。“2006年高考失力，不能承认自己比别
人差，所以一直坚持报考中央美院。但是，随着后
来深入的学习之后，这种情绪淡了，随之而来的
是对艺术的热爱，更坚持了走艺术这条路的决
心。”他告诉记者，现在他虽说不上是美术痴迷
者，“但真的是热爱，要不随时都可以放弃。”

为了考试辗转不同城市

虽然他坚定走艺术这条路，但是回想起过
去的这五年，他百感交情。五年的时间，他几乎
把全国有美术专业的院校全考了一遍，专业合
格的院校就有鲁迅美术学院，西北美术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西安交大等十几个学校。“考试
的时候就把全国逛遍了，最北去过哈尔滨，最
南去过云南，西边到过西安，东边大连，再就是
南京、武汉、郑州等等都去过。”

回想着当年的艺术路，他说，想想很心酸，
“最苦的不是没钱，是那些辗转的历程。”

面对每年的考试失利，不得不说的就是平
时的花费。他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每次考
试都不在一个地方考，只校考的话，生活费、交
通费、考证费等加起来差不多5000元，再加上
培训费，一年花两万左右吧，有时候会更多，将
近3万元。”他开玩笑说，“我每年都糟蹋一沓又
一沓的人民币啊。”

每次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就给家里打电
话，父母都是农民，但是父母从来不说家里没
钱，“我当时的状态可以用惭愧、沉默来形容，
惭愧是感觉自己一年一年的辜负父母老师的
期望，沉默是自己觉得没什么走下去的底气。”

用热爱期待着厚积薄发

关于自己的未来和梦想，他告诉记者：“央
美是艺术家起航的天堂，我也只是在追寻而
已。”面对现实，他做出了改变的决定，除了央
美可以选择也可以上其他的大学。

关于每年的经历，他说：“那年我考上了云
南艺术学院，都已经去上了一段时间了，后来
跟哥们商量，回来复课，等待下一次成功。”

他告诉记者，过去的五年里，在不考试的
时候就学习文化课，有时候找朋友一块去画墙绘
赚点外快，有时自己也弄画室，再就是自己考虑
去做一些艺术创作。“现在我的那些一起追寻了5

年央美的哥们有两个在鲁迅美术学院上学，还有
个回东营发展，我想只要对艺术热爱，不管在
哪里深造，都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东营艺考生大都选择外地学习
15日，记者从东营部分学校了解到，

现在东营的大部分美术考生选择在北
京、天津、青岛等城市参加培训班的学
习，而只有胜利十中一小部分学生留在
学校进行复习。

胜利十中带艺术考生十几年的田
主任告诉记者，学校的学生一般都选择
在学校上专业课，“出去上培训班的学
生，没有老师紧跟着，如果自我要求不

严的话，就会贪玩，花了钱还学不好。”
同样，胜利十三中的艺术生也大都选择
了在外地学习，艺术班的班主任周老师
告诉记者，“我们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北
京、天津学习，平时经常跟他们联系，一
方面督促他们好好学习专业，不要贪
玩，他们有心事也主动跟我交流，我就
开导他们，减轻他们的学习压力。”

在商业大厦有十几年美术培训经

验的东营美苑培训学校徐老师告诉记
者：“平时每年都会有高一高二的学生
报名参加这里的学习，但是今年几乎没
有，大都选择了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学习。”据他介绍，大部分东营的艺术考
生还是选择在外地培训，即使增加住宿
费、交通费，选择在东营本地培训的少
之又少。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学费是追逐梦想的“拦路虎”
对于艺考学生来说，现实生活中让

他们感到残酷的，除了学习的压力之外，
可能就是考试培训费、交通费、生活费等
所有费用给家庭带来的压力，而往往在
选取学校的同时，考生们特别是农村考
生在面对高额费用时望而却步，或者选
择学费比较低的院校。

家住广饶的小刘是2009级的美术考
生，“当时为了考学选择了学习美术，但
是平时的培训费以及交通费、考试费等

费用让我不得不作出最坏的打算。”他
说。

小刘说，他当时是第一年参加全省
的美术联考，“那年的总分是200分，我考
了170多分在全校都比较靠前，有资格考
取高校后，我就更努力地学习了。”当小
刘考取到了鲁迅美术学院的证书后，在
文化课成绩比较理想的时候他并没有选
择上鲁美，“其实那是我梦寐的大学，但
是我知道学费1万多元后，我自己心里有

点打退堂鼓，因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要
承担我的学费还有生活费的话，肯定压
力很大，所以我就选择了学费低还能学
习美术专业的学校。”

在与他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像他
这样既要面对现实又想实现理想的人也
有很多，虽然面对比较高的培训费和学
费望而却步，但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
习取得好成绩。

本报记者 李沙娜

又一年的艺考即将开始，新一批
的学子也将走上艺术的道路，寻找属
于自己的艺术殿堂，但是跟新的一批
高三生一样，已经摸索在艺术道路并
仍在奔波的也大有人在。家住广饶县
丁庄镇李屋村的刘明智就是其中一
员，五年的时间，从一开始将美术作为
升学筹码，到渐渐地爱上了这门艺术。

学法律成评优条件

11月10日，胜利合行组织
开展了全员法律法规知识考
试，全行403名干部员工参加
了考试。考试伊始，由程绍华
副行长强调考场纪律，并抽
调8名人员进行监考，严格考
场纪律，杜绝作弊，力求考出
真实成绩。四是督导成绩考
核。此次考试高标准、严要
求，以80分为及格线，成绩不
仅要作为选拔优秀选手的参
考指标，还要纳入当月日常
考核，真正做到以考促学，不
走过场。（李亭）

信贷支持“三农”发展

胜利农村合作银行立足
三农，大力支持种养大户和
优势农业项目，重点培植黄
金客户。截止目前，全行共支
持信用农户2100多户，累计投
放信贷资金81550多万元。其
中投放贷款400万元支持史口

镇农民发展养鱼专业户 8 3

户；投放贷款8000多万元支持
了六户镇蔬菜大棚的建立和
发展；投放5000多万元支持了
龙居镇桑蚕业的发展，实现
了社会效益和自身经济效益
共同提高。（李亭）

文明服务助发展

促进文明服务水平的不
断提高，努力改善服务质量，
树立全省信用社文明服务的
良好形象，实现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共同提高，近日
胜利合行集中开展了“文明
服务月”活动。通过在各基层
网点悬挂横幅、张贴宣传画、
问卷调查等形式，有计划的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同时，胜
利合行印发了《山东东营胜
利农村合作银行文明服务规
范》，对柜台人员实行“挂星
上岗、以岗定酬、星薪挂钩”，
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建立
起文明服务的长效机制，提

高了公众对胜利合行的认知
度，增强了员工的荣誉感和
自豪感。（卜令娟）

胜利合行提升审计水平

胜利农村合作银行将提
升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作为工
作基础，将点线结合开展审
计工作作为基本方法，将强
化审计成果运用作为改善和
促进工作的必备手段，努力
提高审计工作规范化水平，
有效发挥了审计工作在日常
管理和经营中的监督和服务
作用。该行针对银行业务的
扩展和创新，对审计人员的
后续学习提出的新要求，坚
持三个“常抓不懈”，坚持学
习新业务、新政策、新规定，
确保审计人员与业务人员专
业知识同步更新。围绕“三个
结合”，努力提升审计工作效
果。（吴志强）

胜利合行建立人才库

胜利合行实行统一法人
管理模式以来，按照“公开、
公正、公平”原则，不拘一格
选拔人才，在全辖下发《关于
在全区农村信用社建立人才
库的通知》，要求全辖各基层
网点认真做好后备人才的推
荐工作，拓宽信用社的用人
渠道。建立人才库的目的是
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竞争的氛围和“能者上、庸者
下、平者让”的良好内部竞争
环境。（吴志强）

规范银行服务

胜利农村合作银行不断
加强规范化服务建设，多年
来形成了良好的规范化服务
氛围。上班人员能够自觉的
统一着装、使用文明用语；各
项服务便民设施齐备，在各
营业网点开辟客户休憩区、
阅报区，设置文明服务意见
簿和饮水杯具等；营业厅内
外保持整洁卫生；各项标示

牌清晰明确。服务水平的提
高得到了客户的赞誉，各项
业务发展迅速。（李亭）

3685户农民获评A级新用

户

今年以来，胜利农村合
作银行不断加大服务力度，
为 农 民 搭 建 贷 款“ 绿 色 通
道”，实现农户贷款100%使用
贷款证、营业网点100%设立
信贷柜台、贷款证贷款100%

上柜台办理“三个百分百”，
提高了办贷效率和透明度，
使农民办理贷款像支取存款
一样方便。同时该行认真落
实“信用户”、“信用村”农户
利率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减
轻农民利率负担，做到让利
于农，反哺于农。截至 1 0月
末，该行已评定信用户3988

户，其中A级信用户3685户，
AA级信用户303户。（吴志
强）

“行务公开” 助银行民

主建设

近年来，胜利合行为增
强民主管理的透明度，实现
民主公开、政令畅通，积极推
行“行务公开”，将“行务公
开”作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合
行和谐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形
式。胜利合行行务公开和民
主管理工作秉承“以人为本、
以情为重、以爱为先、以和为
鉴”的理念，同时，按照“建立
制度、丰富内容、规范程序、
发挥作用”的工作思路，围绕
合行工作大局，不断提高行
务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水
平。创新工作方法，开展双先
表彰、干部竞聘、发展党员等
情况随时向职工公开，使职
工主人公责任感增强，有力
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积
极性。（卜令娟）

胜利十中一名高三生正在练习彩画默写，应对即将来临的联考。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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