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6 日至 19 日，第二届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在天津举办。

本 届 大 赛 以“ 技 能 成 才 、技 能 报

国”为主题，以“智慧、绿色、安全、特

色”为目标，设置世赛选拔项目和国赛

精选项目两大类、109 个赛项，较第一

届增加 26.7%；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 4 个行业部门共 36 个代表团

参赛，参赛选手 4045 名，较第一届增加

近 60%。比赛同期，还举办了技能成果

展示、绝技展演和论坛会议等活动。

对接产业需求，
技术能手亮出绝技

先在电脑前敲出串串代码、完成

编程，再针对比赛要求调整尺寸和工

法，拿起焊枪开始操作……9 月 17 日，

工业机器人焊接技术比赛现场激战正

酣，来自各代表团的 27 名技术能手同

台 竞 技 ，仅 单 日 比 赛 时 长 就 达 4 个

小时。

“这个项目是本届大赛的新增项

目，既是产业发展需求，也顺应国家发

展需要，对提高智能制造质量水平和

竞争力，具有深远影响。”机器人焊接

技术赛项保障经理彭芳介绍，这一新

赛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

求 选 手 既 要 熟 练 掌 握 机 器 人 编 程 技

术，又要具备丰富的焊接技术理论及

实际应用经验。

本届大赛，高学历选手大幅增加

是其中一大特点。据统计，在所有选

手 中 ，博 士 25 人 、硕 士 546 人 、本 科

1131 人。“高学历参赛选手多数集中在

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能领域，表明技

术技能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对不同学

历层次人才的需求加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

晓君说。

“通过参赛，不仅让我的科研工作

更加聚焦前沿领域，对未来教学工作

帮助也很大。”重庆代表团博士选手冯

伟告诉记者，他的本职工作是重庆科

技学院的讲师，本次参加智能制造工

程技术项目的比赛，以赛交流、以赛促

学，让他对未来培养更多技能人才充

满信心。

据介绍，为充分适应技术技能融

合发展新趋势，本届大赛新增智能制

造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等 5 个

专业技术类竞赛项目。近四成项目属

于先进制造业项目，近三成属于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

顺应发展趋势，
聚焦新职业新技能

“和大家熟悉的网络主播不完全

一样，这次比赛内容有图文推广、视频

推广、搜索引擎推广、直播售卖等 13 个

项目。”互联网营销项目选手、来自安

徽的沈珺认为，模块化的考点，全方位

地考察了选手的网络营销能力，也为

网络营销师等相关新职业确立了规范

化的培养方向。

“我国对互联网营销人才的需求

量很大，但真正按照行业标准和规范

培养的互联网营销人才较少。”互联网

营销项目裁判长助理时应峰表示，互

联网营销赛项要求高、标准规范，为互

联 网 营 销 行 业 从 业 者 树 立 了 良 好

导向。

一块大屏幕，每隔 30 秒就切换一

名选手的实时赛况，解说员还详细讲

解其中“门道”……这是集成电路工程

技术项目赛场的一幕，引得不少观众

驻足观看。

“这是集成电路工程技术首次被

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体现了国家

对新业态下涌现出的新职业的高度关

注。”该项目裁判长赵毅强表示，这次

比赛面向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而设

立，以职业标准为牵引、以产业驱动为

导向，顺应了产业发展新趋势。

据了解，与第一届大赛相比，本届

大赛增加了 20 个新职业和数字技术技

能类赛项，如全媒体运营、互联网营销

等。“这些赛项对于增强新职业从业人

员的社会认同感、促进就业创业具有

重要意义。”王晓君说。

相关专家表示，新赛项的设立，有利

于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引领示范作

用，进一步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结

构，为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增加互动体验，
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大赛面向社会

公众预约开放。在“技能大集”活动展

区，50 个绝技绝活技能项目均设置了

展台，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领略来自

全国各地能工巧匠的风采。

“看起来像是金牌，尝一口发现是

月饼，太精致了！”在天津金牌月饼展

台，市民王艳连声赞叹。

除此之外，作为主办城市，天津还

在展区展示了木工榫卯、十八街麻花、

泥人张彩塑、无人机集群编队等多个

技能项目。敦煌壁画修复、木牛流马、

紫砂线描渲染、潍坊核雕等“绝活”也

纷纷亮相。

大赛执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弘扬“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主题基础

之上，本届大赛突出强调“体验感”和

“趣味性”。大部分参赛代表团的展位

和新增设的技能大集为观众设置了技

能体验、设备体验、产品体验等体验类

项 目 ；新 设 立 的“ 群 众 技 能 体 验 擂 台

赛”活动，设置了移动机器人、精细木

工等 8 项易于上手、互动性强、观赏性

高的群众参与项目，让每个观众都能

体验到技能技艺的魅力。观众在观展

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打卡拍照发朋友

圈”“集齐赛事纪念章”等活动获得大

赛纪念品。

9 月 14 日，由大赛执委会主办的

原创舞台剧《工匠人家》在天津大礼堂

首演，该剧为本届大赛量身打造，讲述

了一家三代人传承工匠技艺、工匠精

神的感人故事。

此外，大赛还同步开展了绝技现

场展演活动，30 个“绝技”竞相亮相。

9 月 19 日，由专家评审和大众评审联

合评选的“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项目

出炉。

“创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是

新时代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的集中体现……”9 月 17 日上午，“时

代楷模”、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分公司配

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受邀参加第二届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技能大师见面会，

同与会者交流技能报国的经验体会。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段段生动的故

事，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

“本届大赛邀请了大国工匠代表，

企业、技工教育专家，技工院校和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代表，人力资源专家代

表等参加技能强国系列论坛。”大赛执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系列活动的

成功举办，扩大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的影响力，有助于营造劳动光荣、技能

报国的浓厚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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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5G 远程控制，数吨重的集装

箱在参赛选手们的娴熟操作下，腾挪

转 移 ，精 确 到“ 厘 米 之 间 ”……9 月 16
日至 18 日，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起 重 设 备 应 用 技 术 赛 项 在 天 津 港 举

办。无论参赛选手、专家裁判，还是工

作人员，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这场赛

事很精彩，很‘智慧’！”

比赛主场地设在全球首个“智慧

零碳”集装箱码头——天津港第二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这里比拼的是集

装箱岸桥远程操作模块。登上码头七

彩廊道远眺，绿色岸桥下，数吨重的集

装箱正在通过智能远程操控起重设备

精准装卸。而一公里外的赛场里，选

手们面对 6 块屏幕，基于 5G 回传的高

清视频信息和设备状态信息对岸桥进

行操控。

“比赛亮点在于采用智能化、数字

化应用技术进行远程操控。”起重设备

应用技术赛项裁判长、来自浙江省海

港集团的全国劳模竺士杰说，以往吊

车 司 机 是 在 位 于 空 中 约 50 米 高 的 狭

小驾驶室内低头弯腰操作，此次比赛

应用远程操控技术。

5G、数字孪生、视频 AI、智能感知

等 技 术 的 应 用 ，在 场 地 布 置 、安 全 保

障 、数 字 观 赛 等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浙江代表团选手吴飞说：“通过与

其他选手的交流，提高了自己的技能

水平，也加深了对职业技能发展趋势

的了解。”

经过多轮角逐，来自天津港集团

的尹明代表天津市参加全国比赛。“16
号下午比完了岸桥模块，18 号再比场

桥模块，期待能取得好成绩。”尹明说，

自己平时就喜欢钻研各种技术，比较

善于将理论知识梳理总结并运用到实

际操作中。

赛 事 还 专 门 配 置 了 VR 眼 镜 ，通

过连接安装在比赛设备和高杆灯上的

360 度全景摄像头，实现比赛场景实时

回传，使观众身临其境体验比赛的激

烈程度和选手的精湛技能。

起重设备应用技术赛项——

“这场赛事很精彩，很‘智慧’”
本报记者 武少民

“ 三 百 六 十 行 ，行 行 出 状

元”。9 月 16 日，第二届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在天津开幕，来自

全国 36 个代表团的 4045 名能

工巧匠“各显神通”，砌筑、焊

接、花艺、瓷砖贴面、水处理技

术 …… 技 能 报 国 之 路 越 走 越

宽，“小技能”也能成就大业绩。

中国人自古重技术，无论

是《梦溪笔谈》里记载的制墨、

炼钢、铸剑的工艺，还是《农政

全书》里介绍的农学理论和欧

洲 水 利 方 法 ，抑 或 是《天 工 开

物》里制盐、炼铁、纺织等精巧

技术，都展现出熠熠生辉的智

慧光芒。

进入新时代，千千万万技

能 人 才 在 自 己 的 岗 位 上 拼 搏

奉献，用双手夯实美好生活的

根基，用扎实的技术技能实现

着技能报国理想。

千工易寻，一技难求。没

有技工的参与，再好的蓝图也

无法变成施工图，再好的技术

也 无 法 实 际 应 用 。 随 着 经 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我国

对 高 素 质 技 能 人 才 的 需 求 愈

发旺盛，想要培养更多技能人

才，首要的是激发年轻人学习

职业技能的积极性。2022 年 8
月 ，教 育 部 发 布《中 国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白 皮 书》，为 中 国 职 业

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技能报国，是多方力量的

“ 奔 赴 ”。 从 传 统 手 工 业 到 先

进制造业，从现代服务业到战

略性新兴产业，无数青年人正

走 上 技 能 报 国 之 路 。 这 不 仅

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的结果，

也 说 明 青 年 人 职 业 规 划 的 风

向 标 正 在 悄 然 转 变 —— 他 们

把生产一线作为打磨技术、苦练本领、成就梦想的广

阔天地。与此同时，用人企业也在不断转变观念，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职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让

这些从职业技术院校走出来的年轻人不仅有施展才

能的舞台，更有了职业归属感和发展空间。

蓝图已经绘就，梦想就在前方。到 2035 年，我国

将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希望看到更多青年技工的

技能报国之路越走越宽，让“小工匠”在“大时代”发

光 发 彩 ，把“ 大 有 可 为 ”的 殷 切 期 盼 转 化 为“ 大 有 作

为”的生动实践，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服务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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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打磨、一次次测量，在第二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飞机维修赛项比

赛现场，天津代表团选手吕岳强正专注

比赛。

作为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应

届毕业生，吕岳强刚毕业就获得了参加

大赛的机会。“能够代表天津参加比赛

我觉得很自豪，我要力争佳绩，将来为

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吕岳

强的成长得益于天津机电职院的精心

培养，也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生动

体现。

天津机电职院围绕天津市“一基地

三区”功能定位，服务“1+3+4”产业体

系，与多家知名航空企业合作，打造产

学研训一体化的产教综合体，培养专业

技术能力过硬、综合素质俱佳的“蓝天

工匠”。

“航空航天产业被列为天津市深

耕 的 12 条 重 点 产 业 链 之 一 。 学 院 加

强校企深度合作，以服务产业和技术

发展为导向，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航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科技、创新

动 力 。”天 津 机 电 职 院 党 委 书 记 王 千

文说。

天 津 职 业 教 育 始 终 坚 持 以 用 立

业 ，注 重 发 挥 行 业 企 业 主 体 作 用 ，动

态调整专业设置，密切对接区域主导

产业，调整优化专业布局结构。近两

年新增备案专业 60 个，近 90%密切对

接“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及现代

服 务 业 。“ 职 业 教 育 支 撑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作 用 愈 加 明 显 ，有 效 实 现 专 业 链 、

产 业 链 和 人 才 链 融 合 发 展 。”天 津 市

教委职教处处长李力说。

天津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率

先实现中高本硕博系统化人才培养体

系纵向贯通，为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

动 者 和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提 供 了 坚 实 保

障。天津市教委副主任罗延安说，天

津将积极推进职普融通，畅通技术技

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深化产教融合，

着力推进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新高地。

天津职业教育——

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武少民 张 超

在电力系统运营与维护赛场，十余

支燃气喷枪喷吐着火舌。参赛选手手

持喷枪，两两配合，将铅锡合金熔化后

贴附到电缆终端铝护套和金属尾管之

间，再通过揉抹将液态合金在密封处堆

铸成球体，确保密封严实。

“比赛的最后一步是动火加工，将

电缆接头密封严实，保障以后不受潮气

影响，延长使用寿命。”赛项保障负责人

宋瑞介绍，选手们经过前面两个多小时

的剥切打磨作业，体力消耗很大，这是

对技能和体能的双重考验。

本次电力系统运营与维护赛项作

为电力行业首个入选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的比赛项目，主要考查从业人员电缆

安 装 工 艺 和 故 障 分 析 定 位 等 综 合 能

力。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 28
个代表团的 56 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

们在加工手法、工具上都各有特色。”该

赛项天津代表团教练组组长张华介绍。

“时代楷模”、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分

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当选本届大

赛的宣传推广大使。展示交流活动现

场，张黎明一边讲解最新创新成果，一边

拿着实物模型配合展示。他鼓励一线工

作者一定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坚持走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产业工人

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就一定能够在劳

动中发现广阔天地！”张黎明说。

“电气设备红外测温数据正常，重

要负荷线路带电检测正常。”国网天津

城南供电分公司运检部专责陈玥正带

领队员们综合运用红外测温仪、局放检

测仪等装备对涉及大赛的电网设备、重

要负荷路径、应急电源等进行“拉网式”

安全隐患排查。大赛期间，100 余支抢

修队伍，1400 余名抢修人员，460 余辆

应急抢修车、近 30 辆应急发电车全天

候待命，全力保障供电安全。

电力部门还利用数字化智能运检

技术，统筹无人机自主巡检、在线可视

监拍等科技手段，开展线路可视化巡

视，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技能

大赛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电力系统运营与维护赛项——

“ 在 劳 动 中 发 现 广 阔 天 地 ”
武少民 李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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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起重设备应用技术赛项场桥比赛现场。 李佐彤摄

图②：起重设备应用技术赛项岸桥比赛现场。 薄 承摄

图③：参赛选手通过远程操控设备进行比赛。 裴昊天摄

图④：国网天津电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用电检查，为技能大赛提供电力保障。

郭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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