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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一线——
“把精湛的技术用在生产

上，把钻研的精神带到工人中”

焊花飞溅、机器轰鸣，四川德胜 1250 立

方米高炉产能置换及配套技改项目炼铁工

程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正在进行

焊接操作的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

项目金牌选手曾正超神情专注，焊枪下焊

花点点……

世界技能大赛之后，曾正超回到了中国

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并参加了昆钢环保搬

迁高炉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工作。

“把精湛的技术用在生产上，把钻研的

精神带到工人中，这是优秀工匠必须做的

事。”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级焊接技能大师周

树春的教诲时常回荡在曾正超耳边。从赛

场到职场，曾正超将自己的训练经验和学到

的技能应用到工作中，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工

匠精神。

“讲究而不将就，做事要执着专注。在

工程现场，我们有时要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

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发挥执着专注的精神。”

曾正超说。

一次次面对困难和挑战，让曾正超成长

很多、收获很大。“有的焊接点紧贴地面，无

法按常规操作，需要琢磨新的焊接手法。”曾

正超说：“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每天都要应对

各种技术上的难点和挑战，解决后就会很有

成就感。”

与“曾正超们”不同，也有一部分金牌选

手投身教书育人事业，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项目

金牌选手曾璐锋便是其中一位。

“曾老师好！”一大早，江西环境工程职

业学院水处理化学实训室里，学生们便在等

待着曾璐锋。自动搅拌机上，6 个烧杯中静

置相同的原水，注入不同的化学药剂，参数

甫一设定，搅拌桨便快速运转起来。不一

会，一种叫“矾花”的絮状物渐渐生成，水中

杂质由此显现。曾璐锋弯着腰，神情专注地

观察着“矾花”的形态。“这个杯子里‘矾花’

太小，说明药剂添加量不够……”

逐一找出问题、反复调整测试，直到所

有烧杯里的“矾花”顺利沉淀到杯底，上层的

水变得澄清。不一会，学生提交了实验报

告，曾璐锋仔细查看 pH 值等各组平行试验

数据，微笑着进行详细讲解……

执 教 3 年 来 ，曾 璐 锋 已 带 过 上 千 名 学

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我要为国家培养

更多高技能人才。”曾璐锋说。

像曾璐锋一样投身教书育人的金牌选

手并不在少数。据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

州）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

手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参赛选手

获 奖 后 留 校 或 在 工 作 单 位 任 教 的 比 例 占

73%。

“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为技能人才营造

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参赛选手获得荣誉归

来，有的转型当老师或者教练，有的成为行

业顶尖的技能人才，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

了不平凡的业绩。”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副院长叶超飞分析。

打磨技艺——
“把平凡的技术千锤百炼，

把‘中国质量’扛在肩上”

穿上防护服，戴上保护面罩，杭州技师

学院教师杨金龙正在喷涂实训中心给学生

们讲解汽车喷漆的要领。

已经打磨均匀平整的车身旁，各色漆料

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量杯里，随着漆料的

增增减减，在杨金龙的精细调制下，便有了

不同颜色。“打磨、调制颜料、喷涂等每个步

骤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在杨

金龙看来，汽车喷漆重在精益求精，每个细

节都要把握好。

来自云南保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994 年

出生的杨金龙如今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汽

车涂装专业教师。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

目金牌选手。

2014 年，第四十三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

喷漆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落户杭州技师学院。

已经毕业并在一家汽车 4S 店工作的杨金龙，

毅然决定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报名参赛。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喷涂厚度

标准为 0.13 毫米，允许误差只有 0.01 毫米，

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直径的 1/6，而喷漆一

般要喷五六层以上。

高技能背后是严苛的训练。夏日的杭

州闷热潮湿，机器轰鸣的车间内，温度往往

超过 40 摄氏度。按照要求，喷漆作业时，必

须穿好工作服，裹得严严实实的杨金龙常常

汗流浃背。而汗水与板件的接触会让漆面

产生缺陷，湿了的工作服必须更换，一天训

练下来，换七八套工作服是常有的事。

参赛前的那段时间，杨金龙几乎每天都

训练 10 多个小时以上，常规训练计划之外还

会主动加练。因为手持喷枪时间过长，回到

宿舍，杨金龙经常需要给胳膊敷上冰袋缓解

疼痛。“有时候疼到睡不着觉，胳膊几天抬不

起来。”杨金龙说。

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也是第四十五届

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金牌选手赵脯菠不

断提升技能水平的秘诀。赵脯菠，1997 年出

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初中毕

业后，怀揣着“学好一门技艺，实现自力更

生”的想法，他报考了中国十九冶集团攀枝

花技师学院电焊专业。

在校期间，为了练腕力，赵脯菠经常手

托装满水的大饮料瓶，一站就是一个多小

时；操作流程要点多，他总是第一个来到训

练场，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训练心得。

“什 么 是 工 匠 ？ 把 平 凡 的 技 术 千 锤 百

炼，把‘中国质量’扛在肩上，这就是工匠。”

备战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比

赛期间，赵脯菠放弃了假期和休息，累计实

训两万多次，只为把正确的焊接操作手法

“刻在肌肉里”。

最终，在涉及 4 个模块、总时长 18 个小

时的比赛里，赵脯菠完成了 80 多条焊缝、数

百次起弧停弧，几乎做到零失误，以 93.53 分

获得冠军。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金牌选手以

实干锤炼技能，用汗水浇灌收获。“赛场上的

好成绩推动着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教学水

平的提高，金牌工匠们的励志故事也吸引了

更多青年人投身技能学习。”中国工程建设

焊接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景凤认为，培养各类

职业技能竞赛优秀选手对我国职业教育的

意义重大。

接力传承——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选择

自 己 喜 欢 的 事 更 容 易 坚 持
下去”

在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上，21 岁的

胡萍获得了中国在时装技术项目上的首枚金

牌。“如今，回想起比赛的点点滴滴，内心仍然

很激动……”已是北京工贸技师学院教师的

胡萍说，兴趣和热爱是支撑着她前行的动力。

“当年，我决定学门技能时，亲戚和朋友

都不认可。”胡萍说，多亏了世界技能大赛给

了她信心，也让亲戚朋友改变了看法。

近年来，更多对职业技能感兴趣的年轻

人选择投身其中。“我们这两年的招生情况

非常好，很多外地学生专门过来求学。”胡

萍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选择自己喜欢的

事更容易坚持下去。”胡萍说，希望能把自己

对时装技术的热爱传递给学生们。

同胡萍相似，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

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得者宋彪也认为，“不

论是学知识还是学技术，只要感兴趣、肯钻

研，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收获精彩人生”。

如今，23 岁的宋彪不仅是江苏理工学院

的在读本科生，也是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的

在职教师。“在学校，我担任综合加工和钳

工两门专业课的任课老师，还是学生们参加

各级各类技能比赛的指导老师。”宋彪说，在

课堂上，自己会将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经

历、心得分享给学生们。

2021 年 9 月，根据技能人才政策，在世

界技能大赛上获奖的选手可以免试入学、继

续深造。宋彪在保留教职的同时，重新成为

江苏理工学院的一名大一本科新生。

“如今，想要成为一名‘双师型’老师，不

仅要具备高超的专业技能，还要不断提高理

论水平，学习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和行业发展

趋势。”宋彪说，“瞄准高端制造，具备多元化

能力、综合性视野——这是未来 4 年，我为自

己和学生们定下的目标。”

在杭州技师学院杨金龙大师工作室，杨金

龙指导过很多学生。他在学校任教的 6 年多

时间里，已经培养了 300余名技师、300余名高

级工，指导的同门师弟蒋应成更是获得了第四

十四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金牌。

“杨老师时常鼓励我们在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杨金龙的学生

王幸福说，自己在学习技能的过程中感受到

了很多的成就感。

除了培养学生，杨金龙也在紧跟行业发

展趋势，和团队一起钻研汽车喷漆前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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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更好地适应

市场需求。”杨金龙说。

调查研究显示，33.3%的参赛选手能在技

术攻关和产品研发方面发挥作用。“由于参赛

选手贴近产业实际、具有一定的技能水平，他

们投身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更能助推相关产

业的发展。”有业内人士表示。

“近几年，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技能人

才越来越受欢迎。”杨金龙说，“这也将带动更

多青年人学好一技之长，用奋斗点亮青春。”

（本报记者李心萍、姚雪青、王丹、李凯

旋、窦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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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技术工人队伍是支

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国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

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

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

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

和力量。

今年 7 月 15 日是第八个世界青年技能

日。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走上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在厂房车间学习技能，在生

产一线锤炼技术，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劳动

者之歌。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制造业技能

根基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六项重点任务，其中

之一便是“大力开展制造业品牌职业技能竞

赛。”职业技能竞赛对技能人才产生了哪些影

响？职业技能竞赛后，参赛选手又有了哪些新

成长、新变化？对于未来，他们又有哪些新计

划、新期待？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世界技能大

赛金牌选手，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感

受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

——编 者

几秒钟便能识别泵管阀故障位置的曾璐锋、每层汽车

喷漆厚度误差不超过 0.01 毫米的杨金龙、焊接的产品几乎

零瑕疵通过 X 射线相关检测的曾正超……从先进制造业到

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到现代服务业，一大批年轻技工在职业

技能竞赛的大舞台上脱颖而出，磨炼精湛技艺、切磋技术本

领，用奋斗与汗水书写精彩的人生。

技能人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才规模明显扩大，这些

成绩的取得是大量技能人才长期艰苦磨炼、扎实提高技艺

的结果，更是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的生动缩影。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技能人才总量

突破 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 6000 万人。在工厂车间，

在建筑工地，在训练场上，青年技术工人苦练本领、精益求

精，成为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技术骨干，成为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奋斗

中释放青春激情，在平凡中坚守青春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

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从“嫦

娥”奔月到“祝融”探火，从建设港珠澳大桥到建设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诸多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都离不

开高技能人才的奉献与付出，在“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技能人才队伍将迎来黄金发展

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仍面临着

一些障碍。一方面，“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依然存在，技

能人才群体仍存在待遇不高、获得感不强等问题；另一方

面，技能人才供需矛盾仍然存在。教育部、工信部等部门调

查显示，仅制造业的十大重点领域中，到 2025 年技能人才

缺口将接近 3000 万人。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大批

技艺精湛、精益求精的技术工人队伍。近年来，为提高技术

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相关部门持续加

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和投入力度：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

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打造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夯实法治基础；《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出台，推动

企业建立健全符合技能人才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四部门

联合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专门就完善技能

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出了明确要求……

时代舞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青 年 投 身 技 能 成 才 、技 能 报 国 之 路 ，在 奋 斗 中 绽 放 青 春

风采。

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
吴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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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宋彪在操作铣床。 李德伟摄

图②：胡萍正在参加第四十四届世界

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比赛。于跃超摄

图③：曾正超正在制作构件。

中国十九冶供图

图④：曾璐锋在进行水处理化学实验。

朱海鹏摄

图⑤：杨金龙正在教学现场讲解技术

要点。 杜 越摄

图⑥：赵脯菠在参加焊接项目集训。

中国十九冶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