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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鲁班

争 鸣

通讯员 张 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

不断钻研，将导管生产效率提高了 3
倍；发明工具，使发动机清洗台数不断增

加；工作干不完、干不好时，他常和自己

较劲儿⋯⋯在平 凡 岗 位 上 不 断 向 上 攀 登

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7103 厂总装车

间 装 配 试 验 工 曹 文 说 ， 他 的成功秘诀很

简单——就是“做工作中的有心人”。

1986 年 出 生 的 曹 文 ， 从 陕 西 国 防 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六院 7103 厂总装车间，承担起液氧

煤油发动机装配、分解再装、清洗、厂外

交付等工作，像爬山虎一样向着心中的梦

想不断攀沿。

“要做工作中的有心人。”工作岗位上

的 曹 文 ， 善 于 发 现 问 题 并 不 断 改 进 、 推

广，以便让大家更好使用。作为车间技能

大 师 工 作 室 成 员 ， 曹 文 每 年 所 报 项 目 最

多 ， 完 成 率 最 好 ， 实 际 应 用 效 果 显 著 。

“车间各类型号他都能干，勤于思考，善

于 总 结 ， 创 新 意 识 强 ， 每 年 都 有 新 成

果。”这是师傅孟巍对曹文的评价。

120 吨液氧煤油发动机氧泵出口管壁

厚 8 毫米、直径 106 毫米，做下来共有 14
条焊缝，生产难度大，费时费力。曹文不

断钻研，设计加工出“氧泵出口导管测量

划线定位工装”，不仅解决了导管生产时

测量的费时、费力问题，还提高了产品的

生产质量和精度，使导管生产效率提高了

3 倍。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款工装，已经投

入使用 7 年。不仅如此，他还制作出除积

碳 平 台 和 电 动 工 具 ， 对 清 洗 流 程 进 行 优

化，缩短了发动机的清洗周期——从每月

清洗两台，提高至每月清洗 5 台。

作为型号带班人，曹文还先后参与了

液煤基本型生产；作为突击队队长，他参

加了泵后摆和重型运载发动机等新研制型

号的装配。重型运载发动机是关键型号，

研发时间紧、任务重，有多年装配经验的

曹文主动请缨，要求加入攻坚团队。在突

击重载发动机的 1 个多月里，他平均每天

工作 12 个小时，即使在夜班忽然停电时

也顾不上休息片刻。

2015 年 ， 曹 文 第 一 次 奔 赴 靶 场 ， 参

加 长 征 五 号 火 箭 合 练 。 为 了 圆 满 完 成 任

务，他主动放弃了高级工考试的机会，为

此，他比同龄人晚两年评技师。对此他却

总是轻描淡写：“是我主动放弃的，从不

后悔。”

2019 年 是 让 曹 文 永 生 难 忘 的 一 年 。

这一年，工作 10 年的他，作为长五遥三

靶场试验队员第一次参加重大型号发射任

务 。“ 从 事 液 氧 煤 油 发 动 机 研 制 生 产 10
年，坚守在总装一线 10 年，一直在后方

支持长五工作，这次能在发射现场备感荣

幸和自豪。”曹文无比激动。

在海南文昌奋战拼搏的 61 天，他提

前梳理需要配合的环节、列出清单，小到

衣服着装、静电手环、工具配备，大到特

殊情况的预案，每个环节、每个步骤，他

都深思熟虑，做到每一项操作心中有数。

“装好每颗螺丝钉，紧固有力、永不松

动，‘火箭的心脏’会推举更大的梦想。”这

是曹文的口头禅。这个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的 85 后青年，用满腔热血和青春献身的航

天精神不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进阶，也因

为出色的表现被授予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

箭“岗位建功先进个人”。

航天青年曹文：做工作中的有心人

9 月 7 日，本版刊发了 《高职生热衷升本，怎么理性看待》 一文，在高职教育

界引发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讨论。今天，我们刊出正反两方有代表性的观点，以

飨读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湖南，长沙，两名选手不敢有丝毫松

懈 ， 即 便 疫 情 也 没 有 卸 下 他 们 拼 搏 的 狠

劲 ： 选 材 、 测 量 、 放 线 、 切割砖块、组

砌⋯⋯孜孜以求。

作为将要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第一届

技 能 大 赛 的 选 手 ，“ 老 三 届 ” 伍 远 州 和

“新兵蛋子”罗杰，在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以 下 简 称 “ 长 沙 建 校 ”） 的 集 训 基 地 ，

被金牌教练、中建五局技工学校教师雷定

鸣反复打磨。

“老将和新兵，一个补短板，一个抓技

术全面提升。现在看来，很有希望。”9 月 4
日下午，金牌教练雷定鸣告诉记者，他们目

前全力以赴，力争在明年上海举办的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出现自己学生的身影。

“世袭”的泥瓦匠

曾取得首届全国扶贫职业技能大赛砌

筑项目比赛金牌的罗杰，是来自湖南省隆

回县的娃。罗爸爸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老

砌匠”，村里乡亲们 20 多套房屋都是罗杰

父亲“一砖一瓦砌出来的”。

自小受“泥瓦匠”父亲熏陶的罗杰，

深爱这门“凝固的艺术”。

初中毕业后，慕名而来的老罗把儿子

罗杰送到了长沙建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学

习，希望子承父业。

“ 无 论 做 哪 一 行 ， 把 一 件 事 做 到 极

致 ， 就 是 成 功 。” 每 次 罗 杰 与 父 亲 聊 天

时，望子成龙的父亲叮嘱再三。

指导老师向卫忠对罗杰在比赛中的表

现非常满意。他告知，罗杰吃得苦、霸得

蛮，每天按照学校制定的训练计划推进，

有时遇到难题或者对自己训练效果不满意

时 ， 还 给 自 己 “ 加 餐 ”。 就 比 赛 表 现 而

言，“按照世赛的打分标准，罗杰也属于

上等水平”。

位于长沙雨花区一个偏僻角落的长沙

建校，是一个中建五局自办的一家企业技

工学校，占地面积不足 60 亩、学生 2300
余人，所设专业主要是建筑工程施工、工

程造价、道路与桥梁。

作为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自求生存的

一叶小舟，近年来该校却成为行业翘楚，

连 续 三 届 培 养 了 世 赛 砌 筑 项 目 获 奖 者 邹

彬、金牌获得者梁智滨和陈子烽。由此，

享有“世界技能大赛冠军的摇篮”之誉。

学 校 党 委 书 记 、 校 长 缪 玲 勇 介 绍 ，

2009 年 该 校 第 一 次 参 加 教 育 部 组 织 的 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派出的两名选手在

工程算量的竞技中，拿回来两块金牌。

“那 时 ， 整 个 湖 南中等职业学校参赛

的氛围不是很浓厚，这样的成绩一时引起轰

动。”缪玲勇说，虽然学校专业面相对比较狭

窄，但这反过来也便于集中优质资源“选马

套车”。同时，学校领导班子敏锐地发觉这是

一个契机：利用国赛平台，可以将这个同行

业最小规模的学校驶入一个大的航道。

雕琢璞玉

选出砌筑项目首个世赛获奖者邹彬，

当年让基地导师们颇费了一番功夫。

当时 18 岁的小伙子邹彬是中建五局

一个项目的劳务人员，在参加五局的“超

英杯”技能大赛勇夺第一。

此时，在各类竞赛中连出佳绩的长沙

建校，已经被确定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

集训基地。他们一眼看中了这个颇有灵气

的小伙子，试图为 2015 年的世界技能大

赛选苗。

出人意料的是，邹彬一口拒绝——参

加集训会少挣 300 元一天的工资，对穷得

叮当响的小邹而言，这比遥远的比赛名次

更为重要。

在中建五局领导和劳务班组负责人的

反复劝说和“画饼”之下，邹彬终于成了

集训队员。

训练过程非常枯燥乏味，邹彬几度动

摇。学校安排了在海外工作过的高工周果

林等，从识图、切割、绘图、计算等方面，给

邹彬传授知识，补齐短板。

细心的周果林甚至量身为其设计了一

套识图、砌筑的口诀。学校还专门研制了一

些工具，为选手实操提高效率。

一次次完善，2015 年邹彬在第 43 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砌筑项目优胜奖，实

现 了 中 国 在 该 项 目 上 奖 牌 的 “ 零 突 破 ”。

他和其他获奖队员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的接见。

此后 4 年，该校在这一项目中培养的

两 名 选 手 梁 智 滨 和 陈 子 烽 ，蝉 联 了 第 44
届、45 届世赛冠军。

缪玲勇称，为保证集训收到最好效果，

学校设置了世界技能竞赛实训车间并购买

了集训所需要的全套设备，按照世赛标准

为集训提供实习实训场地、设备设施、工具

及材料，还为参赛选手配备了 5 名技术教

练、3 名外聘专家，配备 1 名体能训练指导

教师和心理素质训练专家，完成了技术指

导（专家、教练）、技术辅助（心理辅导、体能

辅导、口语辅导等）两支队伍的组建。

正跃跃欲试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的选手伍远州此前已经连续 3 年参加了

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在第 44、45 届世赛

砌筑项目全国选拔赛中止步于全国五强。

尽管在上届比赛中，伍远州未能成为最终

上场的国手，但他精湛的技艺和过人的能

力还是被很多人发现，于是，仅有大专学历

的他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长沙建校担

任实训课教师。

世界技能大赛专家组负责人雷定鸣介

绍 ，他 接 触 世 赛 砌 筑 这 个 项 目 的 6 年 间 ，

“比赛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前的

世赛，选手可以提前 2-3 天拿到比赛题目，

有充足的时间识图，而现在只给选手半个

小时的识图时间。以前是比赛分为 3 个模

块，现在分为 5 个模块。“裁判进行测评打

分时，测评点就有 31 个，评判标准都精确

到了毫米级。”雷定鸣说，世赛的连连折桂，

让无数学子激发了雄心壮志，一个项目报

名上百人。伍远州的竞争上场，不仅是对金

牌的渴望，更值得嘉许的是拼搏的意志：即

便是个砌砖的项目，也要干成最好的！

2018 年 夏 ，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职 成 处 一

位负责人听闻该校在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

多项技能比赛中荣获冠军，没有跟任何人

说，登记入校后径直到了学校实训场地：

一间 103 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台工程用的

电风扇呼呼地对着一名正在砌筑实训的学

生吹。该处长了解后，才知道学校实训条

件艰苦：参加实训的同学浑身上下都湿透

了，全靠用电风扇降温去暑。不要说炎热

的夏天，就连秋天甚至是冬天都要用电风

扇。他连连感叹：“长沙建校的金牌是鼓

风机吹出来的。”

以国家利益为重

从每一轮竞赛到成为世赛选手，他们

要历经过五关斩六将的坎坷。

2017 年 6 月 23 日 ， 长 沙 建 校 的 世 界

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里，一个

产生世赛砌筑中国参赛选手的关键决策正

在发酵。在两名顶尖选手的作品旁，3 名

裁判踌躇难定。

这是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中国选拔赛“2 进 1”的比赛现场。通过

这场比赛，胜出的那名选手将成为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国唯一的一名

参赛选手。

“2 进 1”的两位选手一个是“自家的

孩子”（湖南选手）章瑞波，一个是“别人家

的孩子”（广东选手）梁智滨。

雷定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平而

言，湖南选手训练成绩好，可比赛时有点

紧张，发挥不到极致。而广东选手小梁心

理素质好一点，比赛发挥更稳定。

作为世赛砌筑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雷

定鸣打破僵局，决定从集训以来的历史数

据分析——在“9 进 5”“5 进 2”淘汰中，

章 瑞 波 均 以 第 一 名 胜 出 。 但 是 在 “5 进

2”后的日常集训评分中，梁智滨的作品

评分线性分析图一直呈现平稳趋势，章瑞

波的作品评分线性分析图是波浪形状，说

明章瑞波的稳定性稍差。眼前作品不分伯

仲，但是综合这些数据分析，他建议由梁

智滨代表中国参加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与学校校长书记商榷后，集训基地决

定推选梁智滨代表国家参赛。

针对梁速度慢的弱点，他们进行了专

训，提高其进度和控场能力，还专门选了

一位老师进行心理辅导干预。最终，梁不

负众望，在世赛夺金。

人社部对此给予了专门褒奖，点名表扬

长沙建校胸有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

有趣的是，两年后的第 45 届世赛中

国选拔，长沙建校再次选择了聪明而有些

“傲娇”的广东选手陈子烽，并成功激发

起拼劲儿——在当年的世赛中，小伙子半

个小时高质高量地砌筑了 150 匹砖头，一

举夺魁。

世赛指引职院教学改革

三届世赛，长沙建校累计投入 2000 余

万元购买设备和完善基地训练条件，先后

组织教练选手赴多国进行训练交流；先后

举办了中澳交流赛、中澳俄交流赛，使选手

及教练能及时“睁眼看世界”。

缪玲勇认为，这笔巨额开支划算。“世

赛有如‘指挥棒’一样，促进了我们学校的

教学改革。”她表示，世赛其实就是一个风

向标，反映了当下这个行业技术技能的标

准和要求，学校将实习课程的设置对标世

赛的理念及标准，并结合校内实际情况进

行细化，然后设计出了与竞赛一致的教学

实习实训项目或者任务，更达到了普遍育

人的效果。

“ 课 堂 的 教 学 内 容 就 是 竞 赛 的 内 容 ，

课堂实训就是竞赛训练，技能竞赛评价标

准就是课堂技能项目考核评价标准！”缪

玲勇认为，虽然从世赛中走出的选手只有

一个，但是获益的是所有学生。

另一方面，参赛也促进了行业水平的

提高。例如，邹彬获奖回来后，学校与中

建五局总承包公司联动成立“小砌匠”工

作室，由邹彬担任工作室负责人，负责指

导砌筑工、抹灰工培训以及质量检测，将

世赛砌筑标准与技艺引入生产实践，制订

施 工 一 线 砌 筑 标 准 ， 提 高 生 产 标 准 与 水

平。同时，长沙建校在每年承办的市级比

赛、省级比赛中，都会免费对教练进行培

训，和各地院校共享世赛经验，带领行业

院校和技能水平普遍提高。

雷定鸣说，基地在多年实训中，摸索

出一系列创新的工艺工法和工具、成果。

他们设计的皮数杆，立在作品两头，线一

拉，就能精准把握水平和平整度。经过多

年不断改进，已发展成三代。一些工量具

的小创造，不仅在国省赛事中为其他选手

羡慕，也有了专利产品研发的价值。

记者了解到，除了为国争夺金牌的荣

耀，一个现实的生存压力，也是该校如此改

革的动力。

新世纪以来，各大建筑公司一般都是

市场化的选择项目劳务队伍，不再自己组

队。即便是中建五局下属的长沙建校亦不

能例外，不是拔尖的人才根本进不了本局

系统。因此，一个没有财政支持的小学校

要在市场中存活壮大，选才育才的方法，

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是硬指标。因而世赛

的契机，为该校带来巨大改变。

2009 年以来，学 校 在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等 各 类 比 赛 项 目 中 获 22 金 17 银 13 铜 。

对 于 一 所 中 职 学 校 而 言 ， 金牌成为最好

的广告。

缪玲勇表示，国赛和世赛，虽然脱颖而

出的是少数人，但实际能实现学生个人成

长与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需要的，统一结合。

一批选手的参赛能带动更多青年。大赛的

优秀人才不断走出，让更多学生意识到，只

要出类拔萃就一定有好单位录用，实际激

发了学生苦研技术的劲头。

没有财政拨款、占地不足 60 亩，靠世赛指引教学改革，小规模学校驶入大航道——

“冠军摇篮”成长记

人民视觉供图

曹文 受访者提供

□ 汪 治

今年专升本全国扩招人数 32.2 万
人，这给高职学生拓展了升学空间，
但是我们要避免把高职教育办成“升
学教育”。

这些年，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
重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同层
次的职业教育，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现
代职业教育框架体系，打通了以往职
业教育的“断头路”，中职可以读高
职、高职可以读本科了。尽管在一些专
业开展专本衔接有其合理性，但是很多
没有必要的专业也在做，导致规模越来
越大，培养效果却未必好。总体而言，
升学教育在高职教育已经出现苗头，且
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有中职学校的前车之鉴。很多中
职学校现在已经是以升学教育为导向，
升学率达到 80%以上，学校不断在加强
考试科目的学习和补习，削弱了对技术
技能的学习与训练，政策导向、激励机
制偏离了办学初衷和办学定位。学生为
了准备专升本考试，不去参加各种实习
和生产性实训，不积极促进自己的技术
技能提升，不关注职业素养的养成，仅
仅以知识学习为目标、以提高自己的学
历层次为目的。

如果高职院校也变成以升学为导
向，那么这些中职学校就是前车之鉴，现
在已经有一些高职学生以准备“二次高
考”为由，不去实习、不去生产性实训、不
参加订单班，或者就是应付了事。

国家要求职业教育是以促进就业为
导向，服务发展为宗旨，那么无论哪个
层次都必须贯彻执行。至于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低层次的人才需求少了，那
就可以少办、少招生；高层次的就多

办、多招生，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而整体上不应该把低层次的应届毕业生
直接升学继续培养。

至于高职毕业生是直接升本还是先
工作以后再读本科甚至硕士博士，是毕
业生个人的选择。学校可以给学生积极
主动的引导，结合实际情况指导学生作
好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并可
以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选修课中为准
备专升本的学生提供专升本的考试课程
或开设额外的考试培训课程；在教学中
既培养学生的职业行动能力，服务学生
的就业，也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发展
能力，服务学生的发展。

虽然，现在专升本扩招给高职学生
提供了专升本通道，但高职院校应继续
坚持就业导向，政府和社会机构也不能
把升本率作为评价学校办学质量的指
标，社会舆论也不应该过分宣传专升本
的情况，政府对应届毕业生专升本的总
量也必须科学合理地控制，避免高职院
校的人才培养走上“歧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后会需要
办更多的职业教育本科，但是我们的办
学初衷和办学定位也一定不能变，还是
要坚持就业导向。我们希望看到政府出
台更好的政策和措施，既给应届高职毕业
生有更好的就业环境，也让越来越多的往
届高职毕业生有条件专升本，例如类似于
高职社会人员的扩招、增加职业教育本科
大学、普通大学转型应用型本科，而不是
现在的高职学习阶段去套读纯粹为了拿
本科文凭的成人教育的专升本。

总之，职业教育要形成自己完整的
体系，纵向打通、横向衔接，但是无论
是哪个层次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保持定力，避免办成升学教育。

（作者系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副
校长）

反 方

高职教育要
避免办成升学教育

□ 李洪渠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今年 2264 名毕
业生报名参加专升本考试，1873 人被
录取，录取率高达82.73%。此事经学校
官网报道后，引来业内外许多关注。大
家在欣慰之余，也担心有违职业教育办
学方向，甚至担心高职办成了“升学教
育”。笔者认为，高职学生继续深造是
应该鼓励和支持的，并不违背高职教育
办学方向。理由有三：

其一，有利于促进学生高质量就
业。

高职学生对提高就业质量有着强烈
的需求，对工作环境、薪资、福利待遇
和发展通道等十分在意，而在就业市场
普遍对本科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区别对
待，用工性质、薪酬和发展通道规划均
存在很大区别的情况下，学生通过专升
本进入本科“档次”，应该是可喜可贺
的好事。一个学生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
幸福和希望，我们的制度设计、舆论氛
围应该允许和鼓励学生通过继续深造实
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其二，有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多
样化需求。

部分高职生因为高考失误错失读本
科的机会，或者不愿意缴纳较高的学费
到民办本科院校就读，“拿到学士学位”
成了他们进高职学校的人生梦想，他们
有强烈的继续深造的愿望。提供专升
本的机会，可以满足这部分学生的教
育需求。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丰富的、独立的

个体，面对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选择的
背后是学生对国家需要的分析判断、个
人的人生规划和家庭的期望，应该得到
尊重。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发
展，不能脱离了人的发展片面看就业，
就业既是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新的起点，
也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完
整理解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升学和就
业不可割裂，更不应对立起来。

其三，有利于满足产业升级对高层
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要。

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企业对技
术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是一
线技术岗位，不但需要从业者有技术、
会操作，还需要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
分析总结能力，需要高素质创新型、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许多高新技术企业
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智能制造机台操
作人员没有扎实的英文基础、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根本无法胜任。不少专
业教师反映，现代技术发展迅速，就
业 岗 位 技 术 含 量 越 来越高，有些专
业，仅 3年时间学生难以达到企业需要
的专业水平。

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完全
建成，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尚在试点阶段
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学生升入省
属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继续学习，不
失为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权宜
之计。当然，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教育
供给侧改革，大力发展高层次职业高
等教育，解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断头
路”问题。

（作者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院长，湖北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正 方

高职生升本
不违办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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