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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鲁班

三百六十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如果只看高磊粗糙干裂、伤痕累累

的双手，很难相信他今年才 25 岁。

高磊是中国二冶钢结构分公司的首

席 焊 工 ， 1000 多 摄 氏 度 滚 烫 的 焊 渣 ，

飞溅出来烧穿衣服、烫伤皮肤，在高磊

的手上、身上留下了十几处烫疤，最为

惊险的一次是他眼球里还留下了 2 毫米

的烫疤。

“有一次焊渣穿透了焊帽，掉进眼球

里，真是钻心地疼，幸好没有损伤眼球。”

尽管工作危险又辛苦，但高磊觉得，这些

烫疤既是伤痕，也是他的功勋章。

高磊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

旗 人 ， 用 他 的 话 说 ， 因 为 学 习 成 绩 不

好 ，16 岁 的 他 进 入 包 头 机 械 工 业 职 业

学校，所学的专业则是并不被外界看好

的焊接专业。

“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每天接触

这些脏兮兮的焊枪、焊条？”面对母亲

的质疑，高磊给出的回答是，他第一次

进入学校的实训车间，看到一面荣誉墙

上满是优秀毕业生的“战果”，“当时给

我的触动挺大，我暗下决心，不管有多

苦多累，都要坚持下去。”

每天一下课，高磊就会钻进车间练

习焊接技术，对他来说没有周末、也没

有寒暑假。高磊每年快到除夕才回家，

正月初三他又早早返回学校，这时家人

都会给他带上很多饺子。

那时，大多数学生都还没返校，食

堂也没开门，结束了一天的实训后，高

磊就用热水泡着饺子吃。焊枪溅起的火

花好似烟花，盒饭里饺子的味道，是高

磊对于过年的记忆。

经过日复一日的努力，高磊在全校

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包头市焊

工比赛第一名，并代表包头市夺得内蒙

古赛区焊工第一名。

2017 年 9 月 他 升 入 包 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一 年 后 ， 高 磊 参 加 了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 并 通 过 市 级 、 省 级 选 拔 赛 ， 最

终荣获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焊工

选 拔 赛 二 等 奖 。 高 磊 记 得 ， 那 次 比 赛

规定要在 8 个小时内完成 3 个模块的焊

接，“当时是 7 月，天气特别的热，比

赛 结 束 之 后 浑 身 都 湿 透 了 ， 腰 都 直 不

起来。”

2019 年 ， 高 磊 毕 业 后 进 入 中 国 二

冶集团钢结构分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拥

有我国西北地区年产 10 万吨的钢结构

制造基地，是我国西北地区规模最大、

技术装备能力最强、产能最高的钢结构

制造企业。

技术过硬的高磊经常面对最急最难

的活儿。兰州柴家峡黄河大桥是目前国

内曲率半径最小、跨度最大的“S”型

曲 线 斜 拉 索 桥 。2020 年 ， 在 兰 州 柴 家

峡黄河大桥焊接生产中，经检测发现桥

梁箱体内部有焊缝缺陷，需仰脸焊接，

难度极大。

为了不耽误工期，高磊主动接下了

这个难题，因桥梁箱体内部空间狭小，

无 法 转 身 ，40 多 摄 氏 度 的 热 浪 逼 得 他

无法呼吸，但他还是克服困难顺利完成

任务，焊口精美的成形和质量让在场专

家惊叹不已。经第三方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 ， 优 良 率 为 99.5% 以 上 ， 被 评 为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奖”。

“在赛前，冬季的车间气温已经达

到 零 下 20 摄 氏 度 ， 把 人 冻 得 鼻 酸 头

疼，双脚就像两块冰。”高磊每天都要

端着沉重焊枪，穿着厚厚的皮衣，焊接

训练长达 14 个小时。2021 年 12 月，高

磊参加了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五

届全国工程建设焊工技能竞赛，比赛时

他也特别紧张，手工焊接焊缝，误差超

过 1 毫米就会与奖牌失之交臂，但长期

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让高磊迅速进入

状态，最终通过 300 分钟的高超技艺荣

获全国焊工个人单项金奖。

8 年来，高磊身上的烫疤见证着他

从一名普通的中专生成长为中国冶金科

工集团首席技师，斩获 2020 年嘉克通

用技术杯国际焊接大赛个人二等奖；荣

获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内

蒙古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向上向善好

青年”等称号。

回溯自己 25 年的人生，高磊觉得，

“这是职业教育带给我的无数获得感”。

95后首席焊工：

用技术突围无数奖牌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 叶 润 汤 丽 春 分 色 ，半 盏 微 醺 茶 意

浓”。在仲春与暮春之交，学习西湖龙井茶

手工炒制非遗技艺的 00 后张艺乘知道，制

茶的好时节来了。他喜欢制茶中杀青的过

程，双手在茶锅里翻炒，耳朵里传来茶叶噼

里啪啦的声响，锅温几何、翻炒速度、开关

火候，所有的心思都沉浸在这一锅茶里。

浙江杭州龙坞茶镇桐坞村三面环山，

入眼都是绵延起伏层层叠叠的茶山。2018
年，张艺乘与母亲搬到了这片万担茶乡，

后来大学就读于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酒

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在这里，家家

户户都会制茶，他深吸一口气，可以闻到

淡淡的茶叶清香。逐渐萌生了研究制茶的

想法后，他带着拜师礼登门，成为西湖龙

井茶手工炒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樊生华

的弟子。

正宗的一盏西湖龙井茶讲究色绿、香

郁 、 味 甘 、 形 美 。 外 形 要 平 、 扁 、 光 、

滑、直。张艺乘解释，“西湖龙井的茶叶

表面光滑，甚至泛着一些油润的光泽，茶

叶扁平挺直，落水即沉。”

制茶的人都知道，“两个手掌做出来

的东西，有些科技是无法取代的。”从采

摘茶叶那一刻起，制茶品质好坏就已经被

决定。那时夏秋季节，张艺乘会跟着师傅

从 茶 叶 采 摘 开 始 练 习 ， 凌 晨 4 点 进 入 茶

园。采摘背后有不少讲究。不能掐，得靠

折，用食指和拇指轻轻地交合在一起，往

上一提，将幼嫩芽叶取下来，2.5 厘米左

右，正好是两页一芽的距离。

采摘后的茶叶要立即放进篮筐里，防

止手指温度让茶叶发酵，影响茶叶品质。

这一环节，张艺乘练习了两年多，在茶园

一待就是 4 个多小时。

要做一盏好茶，制茶的过程考验着制

茶人的手艺。在萎凋环节，张艺乘学着师

傅的方式，将茶叶摊放到竹扁，在自然风

吹拂下，让它慢慢失去水分。“我们会根

据不同时间、天气的变化，判断茶叶走水

速度的快慢，用手指感知茶叶表面的柔软

程度。”

到了杀青环节，茶叶得靠制茶人的双

手在 200 多摄氏度的锅里翻炒，去除茶叶

的青草气息。这个 00 后男孩向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展示了一张双手布满水泡的照

片。“在制茶人看来，大大小小的水泡才

是手艺人的勋章。”

与机器制茶相比，机器的转数和圈数

都 是 固 定 参 数 ， 炒 出 来 的 茶 滋 味 不 够 地

道。张艺乘解释，用双手炒出来的茶可以

随时提高锅温和降低锅温。到了下雨天，

锅温不能太高；如果茶叶萎凋的时间过长

了，锅温也需要相对降低。每一锅茶叶的

炒 制 会 根 据 温 度 、 茶 叶 状 态 去 调 整 、 判

断，这样炒出来的茶更有生命力。

经历过杀青后，茶叶要盖上一层布，

经历过回潮阶段后，进入辉锅环节进一步

炒干，提高茶叶香气和形态，通过分筛、

挺 长 头 等 环 节 ， 最 后 放 在 生 石 灰 缸 里 收

灰，到此，西湖龙井的成品就完成了。

刚学徒的时候，张艺乘跟着师兄们在

门庭里制茶。那时七八口锅架起来，老师

傅会时不时来提点。他常会不小心将茶叶

炒 到 锅 外 ， 师 傅 告 诉 他 ， 炒 茶 人 要 爱 惜

茶，不可浪费一片茶叶。张艺乘慢慢体会

到，“老一辈的手艺人对于制茶态度非常

严谨，小到如何储存茶叶都颇有学问，细

节之中凝结着上百年来制茶人的智慧。”

花了 5 年时间，张艺乘可以做出一盏

正宗西湖龙井茶。若是完成了一盏好茶制

作，他会第一时间拿去给师傅看，泡上几

杯，大家围在一起品尝探讨。

制茶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可以让他内

心 宁 静 下 来 。 让 这 个 00 后 男 孩 着 迷 的

是，与大城市的喧嚣隔开，当沉浸在一锅

茶之中，他只有全身心地思考制茶的每一

个环节，把工艺做到极致，才能做出一盏

入口清香的好茶。

带着制茶的故事，张艺乘回到了学校，

站在讲台上跟学弟学妹讲起了制茶工艺的

点滴。他参加了杭州市西湖龙井“炒茶王”

新锐赛，拿下了冠军，也受邀参加中华茶奥

会，成为第一棒火炬手，获得了杭州市青年

岗位能手、西湖区最美新锐茶人的称号。

站在比赛场上，他欣喜地发现，以前同

台竞争的大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师傅，如今

新锐赛中每年有 20 多位年轻人一起比赛。

“传统手工制茶是艰苦的事业，需要

一辈子的坚守。”在这位 00 后看来，坚守

同样也意味着要在坚守中创新。他创办了

艺乘 （杭州） 茶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西

湖龙井茶文化融合创新与营销推广，通过

市场调研，陆续推出茉莉九曲红梅和桂花

九曲红梅等适合 00 后的茶，还玩起了爆

火的盲盒、塔罗牌等新型营销方式，与农

户合作，签约 300 多亩茶园，逐渐打造新

潮流的茶叶品牌。

“师傅曾说，做茶如做人，容不得半

点马虎 。”未来 想 打 造 茶

叶 品 牌 的 张 艺 乘 始 终 记

得 ， 茶 叶 品 牌 无 论 如 何

千 变 万 化 ， 唯 一 不 变 的

是 制 茶 人 要 做 出 一 盏 好

茶的初心。

00后制茶师：心静“炒”出一盏好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作为一名 90 后“新农人”，应超一直

认 为 ， 传 统 农 业 已 经 不 能 适 应 时 代 的 发

展。作为 2021 年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植保

无人机培训班学员，他打算改变传统的种

植方式和经营模式，探索农业机械化的发

展之路。

他 操 控 无 人 机 播 种 洒 农 药 ， 他 把 插

秧 机 、 打 捆 机 、 搂 草 机 一 个 接 一 个 开 进

了田里。

在学校的时候，应超最喜欢的课程一

个是现代化管理，一个是现代农业机械化

的理论和实践。他至今还记得，后者是他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新型农业机械设备，让

他感到“很震撼”。

2021 年 ，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会

同财政部等联合印发 《“十四五”职业技

能培训规划》，提出实施农村转移劳动力

等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全国共有 150 家涉

农职业院校、27 所涉农高校参与高素质

农民培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农业农村高技

能人才和乡村工匠。

越来越多像应超一样的职业院校学生

或毕业生，将职业技能投入到乡村振兴事

业中，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乡村振兴，职

业教育大有可为”。

飞过农田

“传统农业田间劳作全靠人工，农忙

的季节，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在田里打药、

吸水⋯⋯用工难，用工贵，生产效率低，

产能不稳定，成本也高。而通过现代农业

机 械 化 的 转 型 ， 无 人 机 可 以 解 决 这 些 问

题。”用应超的话说，一台机器甚至可以

抵得上 100 个人的工作量。而且无人机播

撒更均匀，“农作物的长势也比传统人工

的要好”。下过雨之后，人工无法立刻进

入田地劳作，但无人机可以。

应超现在是嘉兴市绿康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团支部书记、总经理。但比起这些标

签，他更看重的身份是嘉兴南湖第一个农

业植保无人机飞手。

经过 3 年的努力，目前，绿康农业已

实现全程机械化，近 3 年优质专用良种覆

盖率达到 100%，稻麦粮食复种指数均达

98%，粮食单产高于南湖区平均水平，优

质晚稻产量达到 1170 万斤，成功创建嘉

兴市粮食高产示范田。

他给记者算了一下，500 亩地雇用 50
个人完成一天工作，按当下日薪的人工费

用计算，将近两万元。如果换成一台无人

机，这一天就能省下来 1.6 万元。

凭着这些优势，他的农场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这些和应超一样

的“新农人”都是 90 后，几年下来，已

经发展成一个在当地“走在前列的社会化

服务团队”。

团 队 目 前 的 8 个 人 都 是 应 超 口 中 的

“全能机械手”，什么机器都操作得很好，

团队日作业能力可以达到 3000 亩。

应超提到，每年当地政府都有帮助农

民提高技术水平的培训，比如、乡村振兴

“ 头 雁 ” 培 训 班 、 水 稻 种 植 专 业 技 术 培

训，等等。

2022 年 起 ， 农 业 农 村 部 、 财 政 部 启

动 实 施 了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带 头 人 培 育 “ 头

雁”项目，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

育为乡村产业振兴领头雁，全国每年培育

约 2 万名“头雁”，最终形成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职业教育相关院校发挥了极大作用。

除 了 带 领 团 队 成 员 参 加 理 论 上 的 培

训，他们还通过实践提高自身，去各地走

在行业前沿的企业参观，“不断提升我们

团队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有时也会让他

想起，自己在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求学的经

历，“在学校收获蛮大的”。

去年，应超拿到了嘉兴市乡村振兴青

年先锋“青牛奖”，他的农场也被评为省

级示范性青创农场。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一机多用，能够

对农田播种、施肥、防治病虫害，也能给

饲养的牲畜投放饲料。”应超自豪地说。

在应 超 看 来 ， 无 人 机 在 农 村 ， 可 以

派 上 用 场 的 机 会 不 只 是 农 牧 养 殖 ， 还 能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 疫 情 期 间 ， 他 的 无 人 机

还 被 用 于 广 播 通 知 。 他 希 望 ， 将 来 农 用

无 人 机 的 操 作 能 实 现 远 程 化 ， 在 极 端 天

气 不 用 出 门 ， 在 屋 里 坐 着 也 能 控 制 无 人

机完成工作。

目前，他的农场利用小型遥控农用植

保飞机等设备，成立了飞防服务队，以便

培训更多专业技术员，让职业教育发挥更

大的作用。

飞入深山

对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
“北工院”） 来说，发挥技术优势，服务

湘西智慧化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特别的精

准扶贫道路。

十八洞村、踏梯村位于大山深处，自

然条件恶劣，地形复杂。在与中国测绘科

学研究院、智慧湘西领导小组协商之后，

北工院负责采集十八洞村基础地理信息。

学校决定，无偿为十八洞村的旅游开发贡

献专业智慧和力量。

2019 年 7 月，北工院无人机应用技术

专业智能测绘团队成立了，两位老师带着

20 名学生，抵达湖南十八洞村。

“风景特别美，但真的好偏僻。”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郑佳荣是带队的老

师 之 一 ， 她 还 记 得 ， 从 州 政 府 进 村 的 路

上 ， 穿 隧 道 、 过 大 桥 ， 周 边 “ 都 是 山

区 ”。 村 子 在 半 山 腰 上 ，“ 每 一 步 都 是 台

阶”，都在陡坡上。

在这座深山的小村里，传统测绘方法

有种种劣势，而无人机倾斜测量技术，却

能用更短的时间，从“一个垂直、四个倾

斜、五个不同的视角”同步采集影像，拿

到建筑物顶面及侧视的高清图像，给十八

洞村实景完成三维建模。

该 学 院 无 人 机 应 用 技 术 专 业 1831 班

学生张岳，到现在还记得，自己跟村民聊

天 ， 对 方 给 他 描 述 十 八 洞 村 过 去 道 路 难

通，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确实是迄今为止，我去过的条件最

艰苦的地方。”张岳感慨。他和老师同学

们一起，跋山涉水在山间作业，对十八洞

村、芷耳村等村寨进行基础地理信息采集

的工作。

据郑佳荣回忆，团队当时在无人机上

用的是五镜头摄像机，在村子周边布置了

6 个用于定位的像控点，可以“精确到厘

米级”。当地经常下雨、起雾，拍摄工作

用了三四天才基本完成，拍摄的照片数量

超过 3 万张。团队又用了一周的时间，用

这些照片完成了建模工作。

“现在我们的无人机技术升级了，已

经 不 用 布 设 像 控 点 了 ， 可 以 直 接 进 行 定

位。如果现在去拍，大概只需要花两天时

间。”郑佳荣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感慨，

“这几年技术发展得非常快。”

最终做好的模型，应用于国地通一体

化时空公共服务平台，这一技术能够把十

八洞村特色农业推向全国，利用旅游业提

高 农 户 收 入 。“ 在 助 力 十 八 洞 村 的 发 展

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郑佳荣说。

同年 11 月，智慧湘西领导小组办公

室的麻遂豹、魏宏腾，来到北京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实训基地，

学习应用技术专业 （智能测绘） 无人机操

控及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学院对两位学

员提供了免费培训。

目前，两位受训人员都已经完成了无

人机操控理论及模拟机操作训练，获得无

人机操控驾驶证，回到了家乡十八洞村，利

用所学，为家乡的产业振兴做更多的事。

2022 年 ， 北 工 院 再 次 开 展 了 “ 引 智

帮扶”工作，学校的无人机团队开展无人

机航测，制作成三维立体高精度地形图，

为门头沟区清水镇西达么村、小龙门村的

村域规划、建筑改造等提供精准的基础数

据，为其特色民宿的发展提供设计思路。

最终，“门头沟清水镇西达么田园农趣谷

乡村空间规划”入选了 2022 年首都高校

师生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

飞向未来

职业技能的培训，让应超始终保持学

习 状 态 ， 他 不 断 学 习 新 的 农 业 设 备 的 用

法，巩固自身对现代农业机械化的了解。

他意识到科技是支撑机械农业发展的重要

手段，最近正在学习关于数字化技术。田

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可以监测田里

面的各项数据和指标，与他正在使用的机

械化设备结合，“可以更精细地在田里进

行作业”。

据 了 解 ， 嘉 兴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从 2008
年 就 已 经 开 始 了 农 民 大 学 生 学 历 培 养 计

划，构建了“学历+技能+创业”的人才

培 养 模 式 ， 形 成 了 新 型 职 业 农 民 培 育 的

“嘉兴模式”。其中，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一直在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技术，借助无

人机协同创新平台，联合大疆创新、杭州

启飞智能等植保龙头企业，聘请国内植保

领域权威专家作为外聘教师，开展了植保

无人机组装、调试、操作等一系列社会技能

培训。同时，学校还申报了浙江省技能无人

机装调与检修工考评员培训基地、中国民

航 V 类植保无人机驾驶员培训考试基地。

另一所位于浙江的职业院校台州科技

职业学院，也有多个专业可以对接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该校飞行器制造技术专业

的学生江程通，去年获得了浙江省高职高

专院校奖学金特别评选奖，还考取了无人

机驾驶员执照。

在飞行器竞赛中，江程通与本科高校

的学生同台竞技，最终，获得了 2 项国家

级大赛一等奖、1 项二等奖，2 项省级技

能大赛一等奖、2 项二等奖。如今，他是

台州市无人机科普教育基地宣讲老师，还

组建飞行器竞赛社团和服务社团，努力担

当飞行器专业知识的传播者和飞行器使用

的推广者。

对无人机感兴趣的还包括其他专业的

人。两年前，当时才 19 岁的黄浩文动了

创业的念头。作为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在校学生，这位 00 后年轻

人了解到，目前国内主流的民用视频拍摄

机、工程测绘牵引机、农田喷洒无人机，

以及具备红外探测的搜救无人机，所涉及

的行业包括影视航拍、农林植保、电力巡

检、安防应急、野外搜救与搜查、航空测

绘、交通执法等。

“ 当 时 觉 得 这 个 行 业 属 于 高 新 技 术 ，

感觉很有市场。”利用自己在课堂上的所

学 知 识 ， 在 老 师 和 家 人 的 帮 助 下 ， 2021
年 5 月，当时大学二年级的黄浩文创立了

自己的公司。

两年下来，公司逐渐走上了正轨，拿到

的最大一笔订单超过了 10 万元，是用于牵

引和测绘的机器，据黄浩文了解，那些机器

最后被使用在某个乡村的桥梁建设中。

出身湖北黄冈的黄浩文，小时候是外

公外婆带大的，对于乡村的印象是童年的

“无忧无虑”。但他也感到，目前无人机在

乡村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局限，接受度并

不高。无人机想要在乡村广泛使用，还需

要进一步推广。

尽管已经逐渐步入正轨，黄浩文还是认

为，目前市场“太卷了”“有点饱和”。这个年轻

人也还在不断尝试着寻求突破，想在无人机

行业中拥有一席之地。

这些职业院校学生走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

们的理想与现实，都已搭

乘 着 “ 无 人 机 ”， 一 飞 冲

天，一鸣惊人。

乡村振兴，高职生搭无人机“起飞”

3 月 24 日，高磊参加团包头市委举办的“鹿

城青年说分享交流会”讲述奋斗故事。燕北辰/摄

张艺乘在制茶。 受访者供图

2019 年 7 月，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智能测绘团队的两位老师带着 20 名学生，在湖南十八洞村用无人机进行基础地理信息采集。 北工院供图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在湘西进行野外测绘。 北工院供图 应超在田里操作无人机。 应 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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