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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赵胤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历来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已举

办 4 届集团大赛，本次选拔了 10 名优秀选手参加 3 个工种比赛，

希望选手学习先进、提升水平，将掌握的知识、积累的技能不断

转化为工作的品质、产品的质量、创新的力量。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陈 卫
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顶上的明珠，打造强劲“中国心”是

广大中航发青年的伟大追求。这次组队参加“振兴杯”全国青年技

工大赛，对于我们落实创新驱动、质量制胜、人才强企的战略，不

断提高一线青年工作能力，提升工匠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青海 张鹏新
强化质量意识，培养大国工匠！通过参加大赛，主动加强与

兄弟省市同行之间的学习和交流，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的目

的，确保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全国煤炭行业 王新尹
宝剑锋从磨砺出。“振兴杯”为全国青年搭建了技能交流的

平台，是培养“大国工匠”的摇篮。对于我们煤炭行业来说，质量

意识就根植在你我他的职业道德里、情感良心中。

中央金融 邹江宏
怎样让青年职工既保持思想活跃、敢想敢干、开拓进取、勇

于创新的鲜明特征，又能克服浮躁心理、排除外界干扰、立足本

职岗位、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振兴杯”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平台，机遇与挑战并

存，探索与实干共舞。

陕西 李 涛
这次的“振兴杯”青年技能大赛，陕西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

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我们的选手都是通过层层选拔，从各地，

各企业中优中选优，推荐到本次大赛的，作为领队，为他们感到

骄傲。振兴青工、大国工匠，舍我其谁。

上海 吴 成
振兴杯赛场上，参赛选手展现出的对质量精益求精、对制造

一丝不苟、对品质不懈坚持，无不体现着追求大国工匠精神的态

度。而历经十三载的“振兴杯”，正为广大青年职工提供了这样一

个学习、交流的平台，鼓舞和引导着一批又一批青工在岗位上、

赛场上不断淬炼与传承，见证着青年职工成长进步的坚定步伐。

黑龙江 肖劲军
黑龙江全省已有 100 余万名青工在大赛中学技成才、脱颖

而出，631 名青工成为高级技师，1578 名青工成为技师，打造了

一支英才辈出、群英荟萃的人才队伍，为黑龙江发展、东北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和创新驱动。

浙江 李忠武
见证了各地、各行业职业青年对精湛技艺的追求，他们在赛

场上相互交流、切磋技艺、展示风采；感受到了主办方为办好比

赛所做得精心安排和个性化的服务；也深刻体会了大国工匠的

崛起需一批又一批职业青年的付出、努力和钻研。

吉林 罗 浩
“振兴杯”十三载，弘扬了工匠精神，奏响了时代强音。感谢

大赛组委会的周密部署，给吉林青工代表队一个比拼技术、互相

学习的平台。吉林历来重视对青年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本次

共选派 11 位选手分别参加 4 项比赛。

安徽 程 路
参加这次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

次大赛的主题，“强化质量意识，培养大国工匠”。这几年，中国制

造 2025、振兴实体经济，这些字眼重新唤醒了大家对制造业及

实体经济重要性的认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葛莉莎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全国优秀青年技术工人云集在

“振兴杯”这个职业技能的巅峰对决场，刀光剑影，是技术与智慧

碰撞的火花；青春绽放，是多年潜心苦练的技能展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刘 波
作为军工央企今年能够单独组队参赛是对我们船舶青年极

大的鼓舞，让我们默默无闻奋斗在军工船舶生产建设一线的青

年能够开拓眼界、提高技能、结交朋友。比赛中，我们收获颇丰，

感触良多。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王 强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他们热爱本职、脚踏实地，严格把控每

一道关卡；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力求一分一毫都完美。工匠

精神，无非持之以恒的恒心，对所做之事做到用心。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孙安宇
对本次大赛感受深刻，贴近一线，比赛内容很接地气，注重

对细节的把握，感谢搭台的团中央及人社部，同时也感谢沈阳市

细致周到的接待，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大型赛事。

内蒙古 吉亚太
作为一名团干部，我深切感受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号召下，我们广大青年迎来了建功立业的最好时代，他们满怀

信心地加入到职业青年的队伍中，发扬工匠精神，做好本职工

作，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托起中国梦！

河北 陈 冲
此次我们参加了数控车工等 4 个工种的全部赛项，12 名选

手与全国的精英人才同台竞技，能增进友谊、互补所长、共同进

益，为我省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新的经验和借鉴。

北京 苏砚芸
本次大赛是一次全国优秀青年技能人才高手云集的较量，

是未来大工匠们的切磋，通过举办比赛营造出浓厚的尊重劳动，

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引导更多的年轻人弘扬工匠精神，走上技

能成才的道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智造，做出世界

一流的产品，需要更多的青年大国工匠，为祖国作出贡献。

山西 张媛媛
此次大赛是一个新的起点，能够走到这样高的平台，与同领

域的其他选手不断交流，在评委专家的指导下不断进步，挑战自

己的极限，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天津 李 潇
非常荣幸作为领队再一次来到沈阳，在此感谢大赛组织会

热情周到的安排，希望各位选手取得佳绩！

辽宁 李 刚
通过此次大赛，使我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巩固，专业技能得

到了提升，给我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会在今后的工

作中更加努力地提高自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凤莉

“ 啪！” 在 振 兴 杯 汽 车 装 调 工 的 的 比 赛 现

场，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选手给了自

己一巴掌。

尽管大汗淋漓地“鼓捣”了近半个小时，

他和同伴仍没有找出眼 前 的 故 障 ， 他 们 无 奈

地 选 择 了 放 弃 这 个 故 障 点 。“ 怎 么 就 没 找 出

来呢？”看着现场的技术人员“轻而易举”地

把故障排除掉，他有些懊悔，忍不住对自己

“出手”。

“我们设置的题目其实都不难，只要大家

认真，细心，一步一步踏实去检查，都能找出

故障！而这样的比赛就是希望大家练就扎实的

基本功，做真正的工匠！”现场一位裁判表示。

振兴杯举办十三届以来，有 1300 多万名

青年技术工人参加各级竞赛，他们在这个舞台

上提升技能，获得成长，也在这个舞台上交流

学习，享受着“与高手过招”的乐趣。

很多人仍带“有色眼镜”看技工

尽管拿着在当地还不错的工资，在国企有

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来自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汽车装调工江海龙却并不觉得光

鲜。

“你们就是个干活儿的。”他常听到这样的

话，在他所在的企业，他的工资远不及一个大

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也曾见过 40 多岁的老技

师被 20 多岁的管理人员“吆来喝去”。

“ 确 实 ， 这 个 社 会 对 技 工 的 认 可 度 还 不

够。”团广东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谭传恩曾

经到东莞的工业园区调研，在一个精密仪器加

工公司待了 3 天。

在 那 里 ， 他 听 到 了 来 自 一 线 青 工 的 各 种

“吐槽”：待遇不好、社会认可度低⋯⋯

“其实技校毕业的学生很好找工作，但他

们的职业社会地位不好，甚至连婚恋都会受影

响，相亲的时候，女方一听是学汽修、机床什

么的，就不愿意。”谭传恩说，“很多家长宁愿

让孩子上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也不愿让孩

子上技校，就是因为看待技工这个行业时还戴

着有色眼镜。”

在知乎上，曾经有一个讨论技工待遇的话

题，一位网友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每

天朝六晚十，民工都下班了我们继续上班，时

不时加班到一两点。算上各种奖金福利，一个

月平均能拿三千出头，全年无休假。”

尽管这样，仍然有很多青年技工在自己的

岗位上坚守着。

来自海南的汽车装调工雷乃保并不觉得自

己的工作“低人一等”，他喜欢这个行业，享

受这个岗位带给他的成就感。

“很苦很累！”他也并不讳言工作的性质，

在这个行业里，他 30 天有 20 天需要加班，有

时候在那个封闭的车间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

时。海南的夏天外面有 30 多摄氏度，而他待

的车间则达到了 40 多摄氏度，“里面热得像个

蒸笼！”

即 使 是 这 样 ， 雷 乃 保 仍 然 喜 欢 着 这 个 工

作，已经入行多年的他通过不断摸索学习，成

长为高级技师。“你知道那种别人处理不了的

故障经过自己的手，就完美解决的感觉吗？”

他把这种感觉定义为职业自豪感。

这种感觉他经常有。他还记得去年有一款

起亚的 SUV 换挡出现问题，顾客跑了十几个

维修店，修了半年都没有修好，所有能换的零

件都换了，最后连起亚厂家的技术员过来都没

有看出问题。送到雷乃保所在的店里，他用了

一个星期，加班加点检测，凭着自己的细心和

过硬的技术，终于找到是变速箱里阀体出现问

题。当他把一个完好的车交付到顾客手里的时

候，那种职业自豪感会横扫他几天来的疲惫。

在谭传恩看来，大多技能人才并没有获得

与其社会价值相匹配的“江湖地位”。“中国的

超级工程，从下水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到上

天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哪一个都离不开技术

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能发明设计，但真正

实现，把它们制造出来还是要靠技术工人。”

“他们也都是社会的人才，应该受到国家

的重视！”汽车装调工比赛的总裁判长李陆山

呼吁。

让青年技工有盼头

在中国航天科工三院 159 厂教育培训中心

的指导老师王强看来，应该给底层的青年技工

“出头”的机会。

这是他第一次作为领队带着企业的青年技

工参加振兴杯的比赛，在他的眼里，这些年轻

人都是优秀的。

“只要好好干，技术过硬，经过大赛的历练

和岗位上的磨练，都有着很好的前景。”这样的

前景并不是虚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机会。

在企业，王强负责青年技工的岗位培训和

赛前培训，他看到过太多青工因为技能提升而

走上“康庄大道”的故事。

他 记 得 2015 年 组 织 集 团 公 司 技 能 竞 赛

时，有一个数控青工，经过一个月从早上 6 点

半到晚上 11 点这样高强度的刻苦训练，中间

还经历过短暂的动摇，但最终凭着对职业的热

爱坚持了下来，结果拿到了比赛的第三名。而

他的努力也给他带来了惊喜，“两个月之后，

集团给他解决了身份，从人事代理的合同工成

为正式工，还给他解决了一家人的北京户口。

因为比赛的好成绩，以及他的努力工作和过硬

的技术，现在的他已经是他们单位一个大的生

产班组的组长了，管着 60 多号人。”

在航天科工集团，这样的故事不是个案。

“我们面向底层的青工们开了这样一个口子，

只要是你有能力技术好，就会有成长晋升的机

会。我们就是让青年技工有盼头，而不是说默

默无闻在基层干一辈子，也看不到希望。”

尽管还没毕业，还处在实习阶段，任城龙

已经拿到了比正式职工还要高的工资。这位来

自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汽车装调工从上中

职开始就屡次在比赛中获奖，因为成绩优异被

保送上了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外人看来

这个不爱学习才上技校的“后进生”，因为自

己的技术，成为企业老板赏识的“香饽饽”。

“360 行，行行出状元嘛！”对于自己的未

来，任城龙有着非常美好的期望。

通过技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社会的认

可，这也正是振兴杯以及各种技能比赛所倡导

的，振兴杯大赛的总裁判长张维富，这位担任

了 13 届裁判长的振兴杯“活化石”见证了振

兴杯赛场内外的变化，也看到过很多青年技能

人才通过大赛成长的例子。

打造更多行业明星，一个人
带动一群人

来自海南的动画选手戴敏宏已经是第二次

参加振兴杯大赛了，作为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的老师，戴敏宏是学生们的“偶像”。2013
年第一次参加振兴杯比赛之后，他把赛场上的

经验传授给了学生，指导学生参加了许多比

赛，曾在 2016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拿

到了 3 个冠军，风靡全校。在他的带动下，更

多的学生走上各种赛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在谭传恩看来，振兴杯不能只是让获奖者

受益的平台，而是应该通过打造技能明星，带

动全社会重视技能人才的氛围。

“我们要思考这种明星带动效应，比如是

否可以用巡讲的方式，用他们的故事去激励身

边人，让这些技工成为青年群体中的偶像。”

他说。在广东，优秀的青年技工能够获得五四

青年奖章，可以和省长面对面，“我们就是想传递

这样一个意识，他们是技工，是蓝领，但是全国

人民都认可的蓝领。”

尽管只是一个最普通的青工，但来自重庆长

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模 具 工 崔 吉 歌 也 有 着 “ 明 星

梦”，而他的偶像是技工行业的前辈——同样来自

长安的高级技师杨罡，他在中国超级钳工争霸赛

上凭着自己的技术绝活儿赢得了冠军。

“用电钻在生鸡蛋上打眼，但不能打到里面的

那 层 薄 膜 ， 用 工 具 割 断 缠 在 灯 泡 上 的 超 细 铁 丝 ，

但不能损坏灯泡。”说起杨师傅的技术，崔吉歌眼

里满是崇拜的光芒，“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吧。”

崔吉歌的工作枯燥而辛苦，做一副模具一般

都 要 几 个 月 的 周 期 ， 在 这 几 个 月 里 ， 塑 形 、 切

边、打磨、调试⋯⋯⋯每天都要对着机器待好几

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在工作的过程中，流

血也是家常便饭，撸起裤管袖子，可以清晰地看

见他的伤痕。“调试做零件的时候常常会被零件割

出伤口，有的时候，铁屑也会飞溅到眼睛里。”严

重的时候，他手上的筋都被割断了。

即便是这样，他也从未想过要放弃，除了养

家糊口的真实压力，他觉得自己也确实喜欢上了

自己的职业。“梦想成为杨老师那样的牛人。”

而 事 实 上 ， 崇 拜 杨 罡 的 也 不 只 是 崔 吉 歌 一

个，他说，杨罡是很多同事的偶像。

在 谭 传 恩 看 来 ， 有 这 样 的 行 业 偶 像 是 好 事 ，

能够用偶像的力量去影响行业里的年轻人。

他说，在国外，世界技能大赛是技能行业中

的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地位不亚于奥

运会冠军，知名度不亚于明星。而让他觉得遗憾

的是，在中国远达不到这种状态。

打造更多的行业明星，这正是振兴杯以及各

种赛事所要努力达到的状态。事实上，这样的状

态正在形成。1300 多万名青年技术工人参加各级

竞赛，超过 22 万名青年通过技能竞赛活动晋升技

术等级，一大批技术明星诞生，这是振兴杯 13 届

以来的“成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沂蒙

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脱去工作服 ，

换上白色生活装的池金环看上去文静而不

失干练。如果不是备赛“振兴杯”，恐怕

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人生角色设定中，

有一段会成为一名在车间里和机油、铁屑

相处的模具工。

从沈阳工业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在东北

大学读了研究生，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负责理论课教学，虽说池金环是一名地

地道道的理工科女生，但是平时与机器、

铁块打交道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本科有

一个月的技工实习，后来就没怎么接触过

这方面的实操了。”

这次接到比赛通知，学校推荐了她和

另外两名男同事一起参加选拔。池金环坦

言，知道要在车间训练很久，经常和铁器

刀具、钻头等接触，也做过一番激烈的思

想斗争。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机会，一向上

进好强的她就不想让这个机会从自己手里

溜走。选拔赛期间，她并没有因为实操项

目艰苦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用辛苦和

努力训练，成为天津赛区和决赛现场唯一

一名女性模具工。

“周围好多一起参赛的选手看到我还

有点惊讶，他们基本上没碰到过女性选手

参加模具工大赛。不可否认，男性在这个

项目上有着很大的优势。”光打孔换钻头

就让池金环深感作为女生干这项工作的时

候在力量上的劣势。“不同直径的孔需要

更换不同的钻头，别人一下子就装上了，

我得费半天劲安装，还要用工具敲两下确

保不出现松动。卸载更换亦如此，一来一

去，时间上自然比别人慢了很多。”

为了弥补这种时间差，池金环除了多

练习、熟悉操作过程，还在技术上下了不

少功夫。她经常在思考怎么做才能更省时

间又确保质量，把想法写在纸上，一个个

去试验，遇到解决不了的就和同事讨论，

向教练请教。

赛前集训是在天津机电工艺学院进行

的。一起进入决赛集训的同伴并不多，大

家的侧重点又不同，所以在实操方面技术

比较薄弱的池金环经常要一个人在车间练

习铣削，胳膊上的肌肉酸痛到决赛也没好

转。

“ 恰 逢 暑 假 ， 学 校 里 本 来 也 没 几 个

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会是我和一只流

浪猫在车间互相对望。”池金环露出淡淡

的 微 笑 ，“ 真 的 有 一 段 时 间 感 觉 挺 煎 熬

的，那会儿就在内心不断给自己鼓励。”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自己一直以为 4
个小时也干不完的加工部分，练到后来 2
个小时就干完了。“还挺开心的，比赛内

容以实操为主，考察得很全面，通过比赛

我所欠缺的实操部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也让我感受到一线工人的辛苦和不易，我

想他们才是‘大国工匠’最名副其实的代

言人。”

实习生 臧子叶

训练就是一个字：苦

“ 夏 天 最 热 那 会 上 海 气 温 达 到 了 40 摄 氏

度，再加上车间高度很大，空调根本不起作用

的，所以选手们训练的时候真的 是 很 辛 苦 。”

参 加 振 兴 杯 在 的 上 海 代 表 团 领 队 吴 成 一 边

说 ， 一 边 翻 出 手 机 相 册 里 的 训 练 照片给记者

看。偌大的车间，选手在机床中埋头苦干，衣

服都湿透了。

8 月 22 日数控车工比赛的第一天，沈阳铁

西区室外温度 25 摄氏度，可车间里比赛的选

手们个个都汗流浃背，蓝色的工作服，被汗水

浸透，变成了深蓝色。数控车工的比赛长达 5
个小时，对选手的体力也是极大的挑战，“尤

其我是上午比赛，早饭也没怎么吃，在比赛过

程中大脑就有点发晕，确实有点消耗精力。”

河北省代表队数控车工选手金鹏说道。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的数控车工李

锐也提到了训练的辛苦：“军工单位任务上比

较急，我训练有十来天，是在不影响正常上班

的情况下训练，所以一般都是晚上。一天 8 个

小时上完 （班） 之后，我从晚上 7 点钟练到 12
点钟左右。”来自福建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的数控车工詹佳勇也表示，高强度的训练持续

了半个多月，一天训练 8 个小时。

除去训练和比赛，车间的工作才是选手们

的常态，这种常态更是对体力和精力的巨大考

验。“夏天我身上对金属过敏，天气太热了接

触到铁的东西的话，我身上就会长疙瘩，很

痒。工作上也经常遇到紧急任务，有时就要加

班加点，甚至通宵。”除了体力消耗以外，李锐

同时表示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作为军品机械

加工，一般都是加工上百万元的零件，我有时晚

上睡觉都在想零件的加工方法，一晚上都睡不

好，身心很疲惫。”但再苦再累李锐还是坚持了

下来，他觉得这是自己选择的工作，自己有责任

把它做好。如今李锐工作在集团较为重要的岗位

上，由于精度要求高，产品成本高，在这个岗位

培养一个新人十分不易，三到五年的高强度磨练

才能在这个岗位上站得住脚。为了我国导弹指哪

儿打哪儿，有大批像李锐一样的大国工匠在企

业、在车间日复一日地高强度作业。

技术支撑中国“质”造

“ 我 们 可 能 一 直 感 觉 日 本 动 画 是 领 先 我 们

的，但其实现在 80%日本的动画片都是外包给中

国来做的，只是创意是来自于他们的。”河北省

代表队的动画制作员曹小兵说道。中国动画技术

的发展，是与从事动画制作的技术人员分不开

的，有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才会达到高质量、

高水平的中国“质”造。

“就拿去年下线的悦纳来说，车型从设计到

研发都是科研人员来完成的。车上的每一个角

度，每一个间隙，还有每一根线束的使用长短和

材料都是科研人员通过实验分析等方式来确定

的。”谈及技术人员对科研成果“落地”的重要

意义，河北省代表队北汽集团轿车部的汽车装调

工选手吴岳鹏说道，“我们是对科研人员的设计

进行具体装配、落实，装配完成之后我们还会进

行调试，我们还会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改善科研

方 面 的 不 足 ， 使 下 线 的 车 达 到 最 大 程 度 的 完

善。”在技术人员眼中科研和技术其实是一种互

补的关系，是共同推动中国“质”造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两环。同时，技术和科研也是互通的关

系。据吴岳鹏介绍，北京现代有个“草根革新”

项目，即从基层员工开始创新，不分蓝领还是白

领，只要有创新点即可提报。“据我了解每年都

会有数十项国家专利，都是由技术人员提报上来

的。”在工作过程中，河北省代表队的吴岳鹏和

金鹏都有自己的小发明，吴岳鹏带领自己的团队

设计了解剖车教具和整车线路的解剖教具，方便

人们了解车的内部构造。金鹏设计了人站在一个

位置，发动机自己旋转，方便展览的设计。

然而这些真正使高科技产品“落地成形”并

应用于生活的大国工匠们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

所忽视。社会地位、工资待遇不高，与科研人员

相差甚远。

为科技成果落下最后一笔

前年的大阅兵，李锐是守在电视前面看的，

“自己也感到挺自豪的，自己做的东西在天安门

广场接受检阅。”他笑着说。为我国高科技成果

的产生完成最后的加工工作，这种亲手制造的自

豪感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守在电视机前的还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振兴杯”上海代表队指导老师舒辉和丁霖，他

们守着的是我国火箭、卫星的发射直播。舒辉和

丁霖都参与过我国火箭、导弹零部件的制作。舒

辉笑着说：“自豪感就是每次火箭发射直播的时

候我自己都会看，都有自己的成果在里面，我相

信大部分航天人也都会看这个的。”

同样，这种为科技成果落下最后一笔的成就

感在每个大国工匠中传递，同时也有着不同的含

义。“刚来北京现代的时候，我在北京现代一工

厂生产线，每回看见车心里就想，如果这款车下

线了，那可就是我们亲手装配的。那种喜悦是无

法描述的。”吴岳鹏一边说着，一边掩饰不住地

笑出声来。“如果说他看到的车是跑的，那车跑

的动力源就是我们的。”同在北汽集团的数控车

工选手金鹏说道，目前金鹏在北汽集团的发动机

部工作。

同一个零件拿给别人，别人做不了，自己能

做出来。自己参与制作的火箭飞向太空，自己参

与制作的导弹接受检阅⋯⋯凡此种种，都是作为

大国工匠的自豪，助科技成果“成形落地”的骄

傲。而这种匠人的自豪感恰恰是严苛的训练标准

所带来的。

谈及严苛，丁霖深有感触地说道，“一开始

真的会觉得压力很大，有些厌烦，到现在却觉得

那段时间才是自己得到最大提升的时候。现在遇

到做坏零件的情况自己内心可能会比领导还要难

受，有很大的愧疚感。”匠人们对待零件认真负

责的心态都是从一开始这些苛刻的标准中学来

的，这也是让科技“落地”的重要保证。

参加第十三届“振兴杯”最年轻的选手、年

仅 18 岁的数控车工沈健英以上海市重点高中的

录取分数，主动选择了职业技术学校，进入中

专。“就是很喜欢这个专业啊，对机械很感兴趣

就报了这个专业，发现也很合自己胃口。”

就是这个沈 健 英 ， 在 比 赛 结 束 后 为 了 一 个

小 失 误 一 直 念 叨了一整天，心里难受得不愿去

吃饭。

领队心语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振兴杯制造“明星效应”

让青年技工早日成为“全民偶像”

大国工匠成长路

池金环：
车间里只剩我和猫
■青春角色

振兴杯赛场即景。 许骥腾/摄

选手们在进行理论考试。 李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