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T1 版）裁判长邵恒认为，

相比以往的比赛项目，动画制

作员的参赛不再是以个人的名

义，而是三人组队的形式，此外

的汽车装调工比赛也是团队参

赛，这明显突出了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考虑到动画制作的特

殊 性 ，比 赛 不 中 断 ，将 持 续 15
个小时，赛前也有担心选手是

否能坚持下来顺利完成任务。”

他说。

邵恒解释说：“在这次比赛

里一般选手都会有分工，谁做

3D，谁 做 剪 辑 等 等 ，在 最 后 合

成也就是做后期的时候，实际上

是特别需要火候也是最见功力的

时候。因为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即

使是同样的素材同样的故事也会

剪出不同的味道。”

今年的辽宁队选手可谓是强

强联合，在省决赛的八位胜出者

当中，有三位“业余爱好”者重新

组成了参赛队，这个新组合成立

的时间仅有 10 天左右，但是由于

三 个 人 组 队 前 也 经 历 了 20 天 的

“闭关集训”，所以配合还是很有

默契。

“ 我 的 孩 子 才 15 个 月 ，集 训

的时候发高烧到 42 度多，我也是

大 晚 上 偷 偷 赶 回 家 带 孩 子 看 急

诊 ，第 二 天 集 训 之 前 又 赶 回 来

的。”李刚说，因为现在耽误的不

是自己一个人的时间，而是三个

人的，所以不能“坑”队友。

采访的过程中，辽宁队的张

磊话很少，一直在低头鼓捣手机。

“我爸妈在家帮我带孩子，我得赶

紧给他们订个饭”张磊开玩笑地

说：“我走的时候孩子才两个月，

现在回去可以准备过百天了。”

来自江西省九江职业技术学

院 的 参 赛 团 队 这 次 也 进 入 了 决

赛，相比于辽宁队，他们在一起搭

档的时间就长了许多。

“我们最初组成这个队是在

今年六月的中旬，将近两个月了，

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本来

彼此就比较了解，合作得也就有

默契了。”队员王兴是动漫制作专

业一名教师，他告诉记者，既然是

团队，大家就要相互适应、包容，

不能个性太强。

“当时我们的作品在打灯光

的时候就出了一点问题，王兴说

你这个灯光有问题，应该暖一点，

我就说那好，你来打，我先接着你

的做。因为他既然觉得有问题那

一定是他有更好的处理，你必须

相信你的队友。”江西队的蒋雨辰

说，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三个人没

有争执只有交流，遇到问题立刻

调整分工。

“其实论技术实力我们肯定

不是江西省最强的，但是省决赛

的时候只有我们一个队完成了任

务，团队合作太重要了，也许你单

兵作战能力并不是最突出的，但

是 合 作 的 完 美 很 有 可 能 创 造 奇

迹。”江西队的技术指导窦继涛告

诉记者，不管最后有没有获得理

想的名次，团队都已经尽力了。

他觉得，其实年轻人参加这

种活动特别有必要，这就让他们

体会到，得能吃苦、能坚持、懂合

作，这些品质将来无论在什么地

方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慢工出巧匠，将灵感“可视化”的900分钟
（上接 T1 版）

有一种打破偏见的较劲，叫

做成功。一旦认真了，你就赢了。

穿着绿色的工装，满头白发，

1969 年就参加工作的杨建华，作

为首席工人专家代表，被邀请到

颁奖典礼的现场，看到魏安邦在

台上，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嘴上忍不住说：“羡慕现在的年轻

人啊！”

“ 大 家 能 聚 在 一 起 ，相 互 交

流 学 习 ，这 是 我 们 以 前 不 敢 想

的，以前要工作几十年才评上技

师，现在二三十岁就成为高级技

师 。”他 说 ，有 付 出 就 有 收 获 ，对

于 这 些 年 轻 人 来 说 这 是 对 他 们

努力的认可。

他没有回避现实问题，以前

的年轻人愿意成为工人，地位高，

现在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少了。

“国家不断发展，制造业水平不断

提高。”他认为“振兴杯”大赛的意

义在于迅速发现青年人才，对工

匠精神的一种肯定，这样的比赛

应该越来越好。

“ 年 轻 人 能 在 这 里 展 示 才

华。”第四届“振兴杯”铣工冠

军 王 刚 感 慨 ， 这 一 次 他 转 换 角

色，在现场，作为颁奖嘉宾给获

奖者颁奖。

90 后 选 手 参 加 比 赛 ， 前 几

年还比较少见，现在已经成为了

常态。不变的是，青年工人的技

术精益求精。变化的是，这些年轻

人越来越自信了。

又一届“振兴杯”闭幕，但这

群年轻人肩负的振兴的使命和梦

想才刚刚开始。

（上接 T1 版）
在 培 训 体 系 完 善 发 展 方

面 ， 基 地 依 托 完 备 的 工 作 体

系 ， 以 沈 飞 、 金 杯 等 23 个 全

国青年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和

6 个技能鉴定站为重点，以基

层二级普训和基地办一级普训

相结合方式，开展数控、工具

钳 工 等 近 百 个 工 种 的 实 操 普

训 ，13 年 来 ， 共 普 训 青 工 超

过 16 万人次。

基地还开展了“双证”培

训。一是帮助大学生取得技能

证，共有近千名大学生取得数

控车工高级技能证书和德国商

会 AHK 的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证

书 ， 就 业 率 高 达 100%； 二 是 帮

助青工取得学历证，联合相关教

育机构建立全国青年高技能人才

继续教育基地，开办国家成人高

考学历班，以优秀的青年技师为

培养对象，通过为期三年的教育

使其取得本 （专） 科学历。

在做好企业常项导师带徒活

动基础上，基地组织对新分配的

大专院校毕业生开展“一对一”

导师带徒活动，完善考核激励制

度，并开辟了基地建设的国家级

师资力量——全国青年高技能人

才导师团，对沈阳乃至全国青年

技能人才的成长发展进行政策指

导和职业生涯导航。

竞赛体系畅通青
工成长“绿色通道”

基地竞赛体系主要分为国家

级、省级和市级大赛。其中省、市

两级“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由团市

委 联 合 省 、市 人 社 部 门 承 办 ，13
年来，先后开展了数控车工、动画

制作员等 100 多个工种的技能大

赛，累计 15 万名青工参与到竞赛

中来。在全国范围内，13 年来，全

国各地共举办省级青工技能竞赛

2953 场，市级竞赛 11984 场，累计

有 1290 多 万 名 青 年 技 术 工 人 参

加各级竞赛，21.1 万名青年通过

技能竞赛活动晋升技术等级。

为畅通青工技能鉴定的“绿

色 通 道 ”，基 地 采 取 企 业 自 主 鉴

定、基地鉴定、大赛鉴定等方式，

为广大青工技能鉴定开辟“绿色

通道”，通过技能鉴定、拿到技能

证 书 后，基地办将补贴实际费用

50％。进入市级以上大赛前三名

和实际操作及理论考试60分以上

的选手，可以破格晋升技能等级。

基地建设还注重青年技能文

化氛围的营造和培育，通过成立

沈阳市青年技师协会，在沈鼓集

团、沈阳机床等企业设立分会，形

成了市企链条式结构，牵头开展

报告会、现场技能论坛等系列交

流 活 动 ，受 益 青 工 10 万 人 次 。组

织评选表彰“沈阳十大杰出青年

技能人才”、“沈阳十大杰出青年

岗位能手”，利用电视、报刊等媒

体广泛宣传，选树和推荐为全市

乃至全国的青年典型。

为广泛传播青年技能文化理

念，基地坚持把传承工业文化、弘

扬 技 能 新 风 的 主 题 贯 穿 建 设 始

终，依托沈阳丰富的工业文化底

蕴，特别设计了青工简单易学的

“我也来参与”技能实践项目，组

织青工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工

人生活馆等主体活动，让青工面

对面感受工业文化。在社会宣传

方面，开展“技能成才我成功”主

题演讲会、技能进社区活动，举办

青年技能与自主创新报告会，使全

社会的技能情感向技能文化升华。

为全面融入沈阳工业文化建

设，基地还组织广大青工在各自

领域开展“小建议、小革新、小设

计、小改造、小发明”活动，积极参

与岗位练兵、技能培训学分制试

点、技术比武、导师带徒、抢救绝

活绝技等活动。

质量意识在心中 大国工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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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刘 青
江西在组织省级青工职业技能大赛时，将青年

技能人才思想引领和技能提升融为一体，从青工普

训、导师带徒、岗位练兵到技能比武、技能鉴定、典型

引路，引导带领广大青工爱岗敬业，苦练技能，踏实

奉献，在注重提高广大青工职业技能的同时，更注重

职业精神的培养。

河南 郭翔宇
河南在今年的办赛过程中，注重赛事组织，确保

竞赛的公开、公平、公正，使真正优秀的选手崭露头

角；注重以赛促学，鼓励参赛选手通过比赛寻找差

距，共同进步；注重工作结合，将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与

青创先锋、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创出彩·河南

青年创新创业创优行动等品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湖北 王大伟
这次的比赛比的不仅是我们的理论知识、动手

能力和专业水平，更考验我们的综合能力，我们有信

心赛出好成绩，也有责任为助力湖北崛起、打造中部

汽车城而努力，我们会赛出新风格、赛出高水平！

湖南 韩 峰 向钊毅
通过“振兴杯”大赛，比出我们的水平，赛出我们

的风格，使我们不仅收获成绩和喜悦，更明确了今后

的努力方向和改进的措施。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唱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时代强音！

福建 丁斯婷
福建通过开展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深化青年岗

位能手等青字号品牌工作，在企业中广泛开展技能

培训、导师带徒等活动，开展省级青年技能竞赛活

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职业青年先进典型。

山东 董 玲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队员积极的心态，高

昂的斗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队里有一名刚荣升父

亲不久的小伙儿，一对双胞胎儿子让他既喜又忧，想

到决赛是代表整个省的荣誉，想到队友期盼的眼神，

他毅然决然踏上了征程。向我们的队员致敬！

四川 赵 龙
近年来，团四川省委广泛开展青年职业技能竞

赛、导师带徒、岗位练兵、创先争优等活动，一批批术

业有专攻的四川青年从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这个平台

走向了更大舞台。他们用专注、专业、专心，用匠心、

恒心、痴心，用实力诠释了四川青年的工匠风范。

广东 谭传恩
团广东省委高度重视“振兴杯”赛事，举办选拔

赛，从全省 21 个地市选拔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全国决

赛，引导青年职工立足建功立业，立志成为各自工作

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和业务领头雁，为我国成为“智

造”和“质造”强国作出新贡献。

重庆 刘文洋
重庆的选手以赛促学、以学强技，有效增强了青

年职工获得感。我们将会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积极开

展“巴渝青年工匠”选树活动，引导全市广大职业青

年积极践行工匠精神，立足岗位成长成才！

广西 梁健东
在振兴杯这个青年高手云集的竞技舞台上，没

有胜利，只有收获。感谢本次大赛组委会和可爱的志

愿者们，也感谢上级团组织给我们青年技能人才提

供如此高水准的竞技舞台，让我们有机会和全国各

地精英同行互相交流学习。

海南 薛 伟
海南当地的省赛与“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一脉相承，旨在加快推动海南青年服务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积极引导动员广大青年职工立足岗位、

学技成才，已逐步成为省内高层次职业技能竞赛中

奖项含金量、奖金额度、赛事项目等都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一项品牌活动。

贵州 郑 凡
此次我省通过层层选拔共推选 6 名选手参加 3

个工种的比赛。他们都是来自各个行业、系统的优秀

青年，在这里他们学经验，找差距，培养团队精神、提

升职业技能，把“工匠精神”带到工作中，影响青年，

让“技能成就梦想”成为更多贵州青年的时代追求。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衣静权
通过本次赛事，我不仅了解数控加工中高速、高

效、高精度、复合及特殊加工的一般加工方法，还对

数控机床基础知识、赛件图样、基点计算、加工材料

及热处理知识、刀具选用等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本

次比赛令我受益颇多！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谢劲
这次带队及自己参加第十三届“振兴杯”大赛，

亲身感受沈阳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巨大成就。大赛组

委会组织的规范性、安排的合理性、服务的周密性，

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将以大赛为契机，扎实

推进青年职工技能振兴计划。

北京汽车集团 潘 浩
北汽集团作为唯一一家市属国有企业能够直接

组队参与此次赛事，体现了组委会不拘一格育人荐

才的大格局，竞赛的方向为培育大国工匠指路，为振

兴实体经济助力，为打造国之重器育才，北汽集团参

与其中感到万分荣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崔 仟
一汽集团此次共派出两个代表队六名参赛选手参

加汽车装调工工种比赛。我们集团几乎每年都有青工

参赛，集团内部也开展不同工种的技能竞赛，青工的参

与热情非常高，企业也需要通过比赛发现优秀人才，营

造学知练技的氛围。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郭 飞
本次比赛组委会筹备严谨，组织有序，尽职尽

责，志愿者队伍较好完成了服务工作。我们秉着认真

务实的态度，把学习到的精神和技术带回公司，传递

给更多的青年员工，使整体技术得到共同提高，为实

现工匠精神打造坚实根基。

东风汽车公司 吴 凯
此次“振兴杯”不仅是对我们技能的大阅兵，而

且为优秀青工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将以此

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争

做青年工匠，再立岗位新功。

领队心语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培莲

他们曾被认为是中、高考的失败者，

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在另一个考场成为佼

佼者，并取得令人赞叹的成绩。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20 多岁时就拿

到 了 技 术 工 人 的 最 高 级 别 —— 高 级 技

师。这个群体里，有人在参与制造中国商

用大飞机，有人在加工火箭和卫星的零

部件，还有人在生产核燃料的元件⋯⋯

这一群体就是在“大国制造”生产一

线的青年技术工人们。在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路上，他们被寄予更多厚望，同

时也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平台。

近日，在沈阳举办的第 13 届“振兴

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16 家中

央企业和重点大型企业第一次直接组队

参赛，来自“大国制造”一线的数十位青

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

“不被看好的学生”也能
参与到“大国制造”

今年 28 岁的甘露，参加了此次大赛

数控车工的比赛。第一次参加国家级比

赛，他带着学习的态度来到沈阳，与国内

同领域里的高手切磋、交流。

他是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

三车间的一名数控车工。高考失利，无奈

选择上技术院校。好在从小喜欢拆东补

西的甘露，很快就喜欢上了自己选择的

数控技术专业。3 年的高职生活忙碌又

充 实 ， 成 绩 优 异 的 甘 露 通 过 多 轮 筛 选

后，顺利进入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

司——中核集团下属的骨干成员单位，我

国最大的压水堆核电燃料元件生产基地。

在那年，这家企业只招了3 名职校生。

但是进入车间工作后，甘露面对全

新的机床设备无从下手，如何操作需要

师傅手把手教。甘露勤奋好学，从独立加

工小零部件到生产大管座，跟着师傅一

点点学艺取经。两年后，他已经能够独立

操作一台数控车床了。

“ 核 燃 料 元 件 就 是 装 核 燃 料 的 器

具”，谈到自己生产的零件和产品被誉为

“核电粮仓”，甘露很是自豪。

今年 23 岁的陕西小伙儿孟增，一路

连跳了两级，4 年前就成为了一名高级

技师。上初中时，老师经常念叨“知识改

变命运”，可他就是对书本不感兴趣。初

中毕业，他直接选择上五年的大专。

“喜欢才有学习动力”，学机电一体

化的孟增，边学习边参加省市举办的各

类技术大赛，还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毕业

后，过五关斩六将，孟增成为中煤科工集

团 西 安 研 究 院 有 限 公 司 的 一 名 技 术 工

人，为煤炭企业生产钻探机。

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的杨晓

涛，这次和同事一起来参加“振兴杯”。作

为一名大国小匠，杨晓涛和他的伙伴们

在为火箭、卫星和导弹制造零部件。

周围朋友说杨晓涛的工作“太高大

上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那份压力。

因为使用的都是非常昂贵且难加工的材

料，如何保证每件产品都合格，很是考验

手上的功夫，“可以做得慢，但不能做坏”。

这些严苛的要求，中专毕业的杨晓涛

都可以出色地完成。他说，学历不高，就更

要在日常生产操作中多钻研，向师傅多请

教，把擅长的技术活儿做得更完美。

毫米为单位 精确到小
数点后三位的工差

在此次“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

大赛上，数控车工和模具工的比赛，重点

考察一线青年技工的基本素养，特别是

在生产中对高精度的把控。

此 次 大 赛 的 数 控 车 工 裁 判 李 明 介

绍，考试题要求选手在 5 个小时内，高产

且高效加工完成一个独立件和三个批量

件。而独立件有 50 多个尺寸需要进行测

量记录，工差最小的范围要在 0.015mm
以 内 ，最 大 的 也 要 控 制 在 0.034mm 内 ，

超过规定工差范围就不能得分。选手要

加工的批量件，尺寸虽然只有 4、5 个，但

只要一个尺寸超过规定工差，整件产品

为零分。

以毫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三

位的质量要求，也是这些“大国制造”的

一线青工们每日恪守的基本操作准则，

如此才能保证每一件产品都是合格品。

因为行业的特殊性，甘露所在的机

械 加 工 车 间 生 产 的 核 燃 料 元 件 的 精 度

和质量要求非常苛刻，稍有不慎没有排

查出不合格产品，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

的大事故。

刚工作时，甘露生产出了几件报废

品 ，师 傅 提 醒 他 质 量 很 重 要 ，要 加 强 自

检。但甘露并没当回事，“不就废了几件

产 品 嘛 ”。没 多 久 ，他 又 加 工 出 了 报 废

品，而且还造成了批量报废。师傅很生

气 ，但 并 没 有 多 说 什 么 ，还 帮 忙 挽 回 了

局 面 ，否 则 公 司 会 蒙 受 经 济 损 失 。从 那

以后，甘露下决心，“不给师傅和自己丢

脸”，他手中再没出现过报废品。

甘 露 生 产 过 最 小 的 零 件 重 量 只 有

3、4 克 —— 相 当 于 小 拇 指 头 大 小 的 端

塞，最高产量每天 1000 多件时，也能够

保证每件都合格。

日常生产，工作强度和压力让杨晓

涛着实不轻松。作为特殊的军工行业，

平日里，杨晓涛和同事加工着许多细长

轴 、 薄 壁 件 、 小 孔 和 深 孔 等 形 状 的 零

件。因为零件的材质昂贵，刚入厂时，

只能跟着师傅做简单的操作步骤，画条

直线或是圆弧。

现在，已经工作四年的杨晓涛，不

仅可以出色完成工作，还经常提出合理

化建议，进行操作工艺的小创新。现在

他和同事加工的零件，因为难度高，买

不到现成的工具，就干脆自己制作加工

工具。

坚守与自豪

要想在“大国制造”生产一线做出漂

亮的成绩，不仅需要高精度的技能水平，

吃苦耐劳的干劲更是不可或缺。

有一次在工作，甘露和同事得到临

时通知，要紧急加工一批新型专项产品。

用机械加工出的产品虽然完全符合图纸

技术要求，但怎么也达不到焊接条件，只

能进行人工抛光。但产品数量庞大，又临

近交付期，时间紧任务重，车间团支部成

立了青年突击队，组织 10 多名青年技术

工人，加班加点轮流对这批产品进行手

工 抛 光 ，整 整 干 了 一 个 月 ，最 终 大 功 告

成。大家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大都被磨

破了，以至于上班打卡时连指纹都打不

上。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有一年，为了生

产 8 台重量 50 多吨、长 13 米多、高 4 米多

的大型车载钻机，孟增和队友们在户外

加班加点干了一整年。因为车载钻机体

积巨大，只能在户外组装。夏天，大家被

西北燥热的太阳炙烤，冬天再冷也要在

户外坚持工作，最忙时要加班到凌晨一

两点。

尽管辛苦，但大家还是愿意坚持，并

且很珍惜现有的工作。在孟增看来，知识

能改变命运，技术也可以，既然做了这一

行，不吃苦，哪里有成绩。

成为一名大国工匠，是很多“大国制

造”一线青年工人的梦想。这也鼓励着他

们每月拿着三四千元左右的薪水，却仍

然能严格恪守高标准的生产要求。

这几年，青年技术工人们感受到自

身价值的提高和更多机会的获得。目前，

在央企、国企内，青年技能人才被鼓励去

各类技能大赛中一展身手，去获得荣誉

和职称晋级，而不像以往只能在单位里

等着职称晋级。

作为车间里有名的技术能手，孟增

每次参加各类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公

司不仅会给他荣誉和奖金，还会选树他

为同事学习的榜样，让他颇有成就感。

在中国一汽集团，鼓励各个技术层

之间的交流互动，车间的一线工人可以

随时与零件设计师和电器工程师沟通和

交流。已经在一汽集团工作 7 年的杨程

对此深有体会。他介绍，在所在单位，汽

车返修的岗位非常少，但大都向年轻人

倾斜，喜欢研究、勤于动手的一线工人总

能找到发展机会。

看 到 这 些 优 秀 央 企 技 术 工 人 的 成

长，不少家长不愿意再勉强让孩子读三

类本科。经常有身边朋友向孟增咨询，哪

家技校就业好，哪个专业热门。

不过，虽然很多人开始愿意报考技

术院校，但最终选择去生产一线的还是

少数。杨晓涛清楚记得，当时同班 30 多

名学生，最终选择做技术工人的屈指可

数，有的改行做了销售，有的则当了服务

员。“我们这样又脏又累，钱也不太多的

活儿”，很多人不愿意干。

最终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青年技术工

人，既是因为对手中的工作有种自豪感，

更看到了技术工人日后可以大有可为。

高精度的水准 能吃苦的精神

“大国制造”一线青工的坚守与自豪

实习生 王可尔

李 强 ， 山 西 临 汾 人 ， 今 年 32 岁 ，

170 左右的个子，戴一副四方正的黑色

眼镜，黝黑的皮肤，笑起来露出一脸憨

态。这是他第一次代表山西省来参加动

画制作项目全国性的比赛。

“我不是专业做动画的，我是一名

矿工。”在采访中，李强说，自己家里

三代都在矿上，当年因为煤矿建设被召

了回去。“我专科是学动画的，但是工

作 后 被 召 回 来 ， 就 被 分 配 去 了 矿 上 。”

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是他的常态。“这

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李强说，大

冬天下井工作衣服都是脱得光光的，一

下井就开始干活，下了班出来以后洗个

澡回家就睡觉。

能来参加这次比赛是因为单位领导

的推荐，“因为领导知道我专科时候是

学动画的。”

当 问 到 对 这 次 比 赛 的 感 受 时 ， 他

说：“肯定有专业制作动画的人参加比

赛，以我们的水平来说已经尽力了，应

该算是正常发挥。我和他们专业从事动

画的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谈到制作上

的差距，他说到，动画制作在小地方的

发 展 还 是 存 在 较 大 的 限 制 ，“ 据 我 了

解，动画方面的制作还是北京、上海、

杭 州 这 些 地 方 有 发 展 前 途 。 人 家 都 用

6.0 版 本 了 ， 但 我 熟 悉 的 还 只 是 3.0 版

本，在技术上我就已经落后脱节了。”

矿 工 在 矿 上 的 生 活 还 是 很 辛 苦 ，

“我们煤矿工人没有节假日”，他说平常

工作很忙，常回不了家，没办法和家人

一起过节是常态，我已经习惯了。“春

节也有值班，最多放 3 天假，给点儿补

助 。” 说 到 家 人 ， 他 的 眼 眶 有 些 许 泛

红，声音也有些哽咽。

“这次参加比赛，收获挺多。以前

在我们临汾，我还算是技术好的，还是

挺自信的，但这次来看到这样的大赛和

阵势，就知道自己的技术和别人还是有

挺大差距的。包括我的队友们，从他们

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矿上的工作辛苦，也很忙，回家还

要 带 娃 ，“ 没 时 间 搞 这 个 动 画 。” 李 强

说，但他平时还是会自己做一些动画作

品。“我的灵感是来自自己一个人安静

的时候。”在矿上工作，每当安静没人

的时候脑子里就开始构思，想点子，有

时候灵感来了，就马上拿起矿上的记录

本在反面的白纸上写下来，闪现出的一

个个片段，也多是从矿上工人工作和生

活中来。

“我推荐你可以去看看一个 5 分钟

的 小 影 片 ， 我 也 是 个 外 行 ， 但 在 我 看

来，这个动画制作是精良的，我的目标

就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也一直把宫

崎骏的 《千与千寻》 当作我动画制作的

目标。”李强在交谈中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制作一个讲

述我们矿工生活的动画。”他说，很多

人都以为矿工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遭遇的不是矿难就是爆炸，“我希望我

能制作一部动画，真实地反应矿工的生

活 ， 就 是 几 个 人 每 天 去 矿 上 做 了 些 什

么，简简单单地讲述就够了。

说起自己的同学现在是班上唯一一

个还在从事动画工作的，他言辞和眼神

里是满满的羡慕：“羡慕呀，到现在都

羡慕，不是说人这辈子能把自己喜欢的

事情当作事业是一种幸福嘛。”说到为

什么没再选择动画方面的工作，他说出

了种种阻碍和限制，最重要的还是要养

家糊口和经费等现实问题，但这些掩饰

不了他对动画的喜爱与向往。

而提到参加这次振兴杯的意义，他

说不求能得名次。“能来参加一次这样

的全国性比赛，这辈子值了。”说着他

又露出憨憨的笑，眼里满是知足。

李强：我要做一部关于矿工的动画
■青春角色

比赛现场即景。 许骥腾/摄

参赛选手们参观沈阳工业博物馆。 许骥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