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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李桂杰

拥有硕士学历的 39 岁大学教师翟凤站在了第

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她的队友是一名干家

政服务的 29岁姑娘。两人分别在层层选拔中突破重

围，在国赛中相遇并组队，最终她们拿下了家政服务

整理收纳赛项的金牌。

一个是天津职业大学教师，一个是家政工，年龄

相差了 10岁。这个金牌组合的诞生印证了这场比赛

的与众不同——技术不问出处，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

9月 16日-19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能

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技能水

平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

全国 36个代表团的 4045名参赛选手来自各行

各业。有 58岁“老师傅”，也有 16岁“小工匠”；有的拥

有博士、硕士高学历，有的是学历普通的工人……成

千上万个“他们”，组成了支撑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庞大技能人才大军。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

要力量。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 2 亿人，高技

能人才超过 6000 万人，他们活跃在国民经济发展

的各个领域，是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加速器”，

是引领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

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

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

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本届大赛的主题正是“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在

赛场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大国前进的步伐：一批新

职业、新赛项首次亮相，紧贴技术技能融合发展；所

有项目设置均来自生产生活实际，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几乎每个赛项都较以往有了全新调整，瞄准的是

数智化发展转型升级的新路……

这场全国最高水平的技能高手对决如同一个

“练兵场”，操练着一支新时代技能人才大军，向着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进。

新赛项 新职业
折射国民经济发展新动向

国网天津电力公司的两位 90 后电缆技术工人

于连坤和武旭光，夺得了今年新增赛项“电力系统运

营与维护”项目的金牌。

他们的教练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

华。在张华看来，从这个电力新赛项的设计可以看

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真实需求，“国家要向前发

展，除了要有高学历的科研人才，还需要一大批能

把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生产出来、把图纸变成产品

的能工巧匠。”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而

电力电缆就是城市的“能源主动脉”。以天津市为例，

外环线以内电缆化率已达 98%，电缆安装质量和运

维水平直接影响城市的能源安全。

“大家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现在

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技术能手。”张华说，近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电网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目

前，我们公司从事相关岗位的技术人员都是本科、硕

士学历的高素质人才，武旭光就是硕士研究生。”

他拿一个小小的电缆头举例，“电缆头埋在地

下，时间长了必然面临老化等问题，我们必须保证它

在安装后能长期运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这需要技

能人才的工匠精神。”

较之以往，本届大赛增加了起重设备应用技术、

石油钻井技术、电力系统运营与维护、计算机软件测

试、机器人焊接技术、烹饪（中餐）等在行业中具有先

进性、代表性且从业人员广泛的项目，进一步贴近企

业的实际生产。

在虚拟现实工程技术赛区，选手们需要用 3 天
时间，通过 3D 建模、编程动画等方式实现一个可交

互的虚拟现实场景。这也是今年大赛中的新职业和

新赛项。

该赛项裁判长刘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虚拟现实技

术相关的岗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虚拟现实实际

上是数字空间和人之间的一个接口。”他认为，这

项技术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

王晓君介绍，本届大赛共涉及制造业、信息技术、交

通运输、建筑业、服务业、采矿业等 15个国民经济行

业门类，覆盖国民经济行业门类的 75%。

随着我国新兴行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新职

业。为此，大赛不仅增加了数字技术技能类新职业

赛项，还设置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集成电路工

程技术、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

术、虚拟现实工程技术”5 个专业技术类竞赛项目，

更符合技术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

新趋势 新现象
高学历选手期待提高技能

来自长春工程学院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的博士

丁言和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网络与信息管理的硕

士翟玉楠，参加了区块链应用操作赛项的比拼，这样

的高学历选手在此次大赛中并不鲜见。

他俩是吉林大学的校友，是同一个实验室走出

来的师兄弟。走上不同工作岗位后，两人一直携手做

一些科研项目攻关。“分布式计算、云计算、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一直都是我们研究的重

点领域。”翟玉楠说，今年 4月听说大赛选拔的消息，

就一起报了名。

翟玉楠觉得，国家非常关注技能型人才的发展，

“我们想来参与一下，能更好地了解学术研究与技能

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我们的学生培养、教学改革和

科研升级。”

东北是我国老牌工业基地，新时代推动东北全

面振兴，面临着用科技振兴推动产业振兴的新机遇，

“我们想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振兴东北贡献一份

力量。”翟玉楠说。

从此次大赛参赛选手的身份看，职工身份参赛

选手和高学历参赛选手大幅增加。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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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技术技能

融合发展对不同学历层次人才技术技能水平提升的

需求在加大。

高学历选手中，有不少是来自高校和职业院校的

教师。天津职业大学教师翟凤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来参赛是对自己的挑战，“教师更应该提升职业技

能水平，高水平的教师才能带出高水平的学生。”

厦门技师学院电子光电工程系集成电路专业教

师邱文挺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此次他参加了集成电

路工程技术项目比赛。他认为，“考点紧贴生产实际

和行业标准。参赛能倒逼我们深入钻研、查缺补漏，

进而提升集成电路领域的教学效果。”

还有很多来自企业生产一线的技术大咖，比如

参加人工智能工程技术项目的杜义康，拥有博士学

历，是企业里一名高级工程师，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

家及省部级重大项目。在多年工作中，他和团队攻克

了传统地质判识方法的技术难题，研发了精细化识

别系统，目前已经应用于川藏铁路、郑万高铁、宜兴

联络线、四川路桥、西十高铁、西延高铁等重大项目。

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赛项裁判长庞春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市场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缺的就是

人才，而竞赛本身可以让更多人投入进来。”

“有人觉得，博士干技术技能工作是大材小用，

我不这么认为。”庞春说，职业技能面向生产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侧重实际应用。“博士也来参赛，反映了

技能提高、技能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很多技术工人已经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这种趋

势，高学历选手中有不少是在实践工作中边干、边

学，随着岗位对技能人才综合素质要求的提升，他们

不断学习知识、锤炼技能，不断提升学历、综合素养，

以便快速适应时代对人才的需要。

新技术 新行业
在国家快速发展中找到人生机遇

天津港电动装卸司机尹明干了 16年装卸工作，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集装箱码头建成并投入使用，

他是见证者、亲历者。10 多年来在码头风里来雨里

去，他练就了操作于“千米之外”、精准到“厘米之间”

的本事。

这次在起重设备应用技术赛项中，他凭着多年

的丰富实践经验拿下金牌。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许旭波说，新赛项背后是我国集装箱港口

的建设和发展。近年来，起重设备技术突飞猛进，

大型起重设备已经完全实现了远程操控。在这个

过程中，也培养出一大批由孔祥瑞、成卫东这样的

“大国工匠”带领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天津港

建成世界一流港口。他期待大赛能为新时代港口

发展培养更多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港口产

业工人队伍。

轨道车辆技术赛项的比赛现场，几个选手在一

列轨道车厢里外忙碌着。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查找

到车辆的故障点并完成修理。

该赛项裁判长是来自中车的调试工人罗昭强。

过去 30多年，他随着中国高铁的建设一路成长，成

为特级技师。他说，“现在咱们国家高铁和地铁的运

营里程都是世界上最长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可以

说轨道车辆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典型代

表。”在轨道车辆的制造和运维保养等领域，都需要

大量具有相当能力水平的高技能人才。

轨道车辆必须具备极高的安全性能，对技能

操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能在

现场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级人才，”他说，一

旦车辆出现系统性隐患故障，要能在很短时间内

解决问题。

与第一届相比，该赛项有了很大变化。罗昭强表

示，最大的变化就是对选手的创新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比如一列车在运营过程中有些功能满足不了新

的载客需求了，就需要做一些升级改造，现场工程师

就要能直接进行改造。随着我国高铁走向世界，也需

要一大批高技术人才作为高端装备的有力支撑，“越

来越多新技术、新知识融入行业，对年轻人也更有吸

引力。”

“谁能想到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能发展这么快？”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技术赛项裁判长于效宇说，“技术

发展已经不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了，我觉得是让人

瞠目结舌！”

这次比赛除了考“聪明的车”，还考“智慧的路”，

还有车路协同系统，要求选手能完成一个复杂的场

景，更贴近现实。他谈到，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发

展需要落地场景，新能源汽车是个最佳的选择，“人

工智能可以实现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对应的是车联

网、物联网技术，应该说是把现在很多领先技术都集

于一身了。”

新兴技术、新兴行业的发展让很多年轻人看到

了发展机会。于效宇来自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他

认为，校企必须紧密合作联合培养人才，才能培养出

大批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才。“年轻人天生对新技

术、新事物感兴趣。”他注意到，近年来，这些新兴专

业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选择，他们在国家和行业

的发展中捕捉自己的人生机遇。

小岗位连着大事业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越走越宽

党的二十大召开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到广西代

表团，问了广西汽车集团首席技能专家郑志明代表

一个问题：“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郑志明回

答：“走了两个序列，既是特级技师，也是高级工程

师。要不是国家政策好，像我这种职高毕业的钳工评

上高级职称，想都不敢想。”

大赛赛场也传递出一种声音，技能人才的培养、

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正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的职

业发展通道正越走越宽。

去年“新八级工”制度的实施，打破了技术工人

的职业“天花板”。当了 30多年高铁车辆调试工人的

罗昭强当上了特级技师，在他看来，新时代赋予每一

个技术工人、产业工人人生出彩的机会，“年轻人赶

上了好时代。”

“我们的小岗位连着大事业。”这是他常常对徒

弟说的话，他鼓励年轻人要学会享受工作的快乐，

“我们拧的每一颗螺丝，看似很普通，可一旦拧得不

合格，就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大事业受挫。我们要求零

误差，每个人要有这种责任感。”

作为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形象大使，“时代楷

模”“改革先锋”、国网天津滨海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

张黎明说，自己在一线扎根 36年，如今成为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带的徒弟里有不少博士、

硕士学历的年轻人，近年来，团队一直在配网带电作

业机器人、移动共享充电桩等领域持续创新。他希望

向大家传递一个观念，“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就能成

为技能人才，而把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能成为创新

的专家”。

在他看来，大赛不仅是为建设现代化强国选拔

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劳动者的竞技平台，也是广

大技能人才施展本领、成就梦想的人生舞台，“我

为自己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能赶上这样一个尊

重劳动、尊重创造的伟大时代感到幸福和骄傲。”

强 国“ 练 兵 场 ”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透视与观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胡春艳

9月 19日，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
称“国赛”） 落幕，393 名选手分别获得金、银、

铜牌。获奖者走上舞台中央，在聚光灯下接受奖

牌，接受来自观众的欢呼与祝贺。

此次大赛共设有 109个项目，其中世界技能大

赛（以下简称“世赛”）选拔项目 62个，国赛精选

项目 47个。

砌筑比赛就是一个世赛选拔项目。刚从中建五

局高级技工学校 （长沙建校）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

业的黄睿强获得了砌筑比赛项目的金牌。这个项目

共吸引了来自 30个省 （区、市） 的 30名代表，比

赛角逐出的前 5名选手进入国家集训队，之后再通

过 5进 1选拔，获胜者将代表中国出征明年 9月在

法国里昂举办的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多位曾经在世界

技能大赛上获奖的选手以裁判长、裁判长助理、教

练等身份现身此次大赛现场。

对接世赛标准 培育国赛选手

世赛项目砌筑比赛的裁判长助理伍远州是

2022 年世赛特别赛砌筑项目冠军，他现在的身份

是中建五局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

伍远州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今年的国赛

比上届难度更大，对选手综合能力素养的要求也更

高。一铲灰、一块砖、一次次揉压，看似简单又枯

燥的砌筑流程，都是赛场上的评分要点。

国赛比赛时间长度为 15 个半小时，选手根据

图纸进行识图、放样、切割、砌筑、抹灰、勾缝、

清洁等一系列工序。在比拼速度的基础上，更要拼

精度、平整度、垂直度、水平度，作品绝对精度必

须精确到 1 毫米，每个步骤都要环环相扣，做到

“零误差”。

“世赛砌筑项目的评判标准都是精确到毫米级

别，国赛对接世赛，评分标准也是一样，非常严

苛，想获得冠军很不容易。”伍远州说。

“要学就要学精，要干就要干好。”这是伍远州

经常告诫学生的一句话，也是他夺冠的秘诀。尽管

已经问鼎世界技能之巅，但伍远州丝毫不敢懈怠。

“我现在的使命是传承这一身技能，和砌筑‘新生

代’共同成长，接力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从世赛冠军到国赛教练，伍远州的身份发生

了改变，虽然脸上稚气未消，但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他说：“以前只要心无旁骛做好‘手头功夫’，

现在要带徒弟。除了训练，平时还要关注他们的

吃穿住行，随时关注徒弟们的心理状态。”

对接世赛标准培育国赛选手，用“金牌”孕育

金牌，这是中建五局高级技工学校培养技能人才的

方略之一。第二届国赛砌筑项目世赛选拔赛项裁判

组组长、中建五局高级技工学校正高级工程师雷定

鸣介绍，对于技能人才培养，学校通过层层选拔建

立了人才储备梯队。

国赛选手黄睿强就是从零开始练习，经过三四

轮选拔才最终进入种子选手“培养池”。有一次，

伍远州见黄睿强在训练时出现了懈怠的苗头，便

把他带到雷定鸣技能大师工作室，指着满柜的奖

牌，逐一向其讲述得奖背后的故事。“想不想有朝

一日也能把你的奖牌摆在这里?”伍远州的点拨和

良苦用心让黄睿强坚定了技能报国的梦想，开始下

狠功。

“终于圆了金牌梦！”从闭幕式领奖台下来，摸

着胸口的金牌，黄睿强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世赛冠军技能成才带动专业招生
由冷变热

本届国赛焊接项目也是世赛选拔项目，来自四

川攀枝花技师学院的选手胡泽宏获得了该项目的金

牌。攀枝花技师学院对于世赛焊接项目来说，无疑

是“冠军的摇篮”。

在普通人眼中，焊接这个工种相对比较艰苦，

但是它应用领域广泛，对于技能的要求非常高。通

过世赛和国赛的带动，焊工也成了一些青年热爱的

职业。

第 43 届世赛焊接项目金牌获得者曾正超，目

前是中国十九冶集团最年轻的首席技师。在世赛舞

台，他用娴熟的技艺让焊接组件成为艺术品，在焊

接施工现场，他用一双巧手让每一条焊缝致密可

靠，让技能之光在焊花中闪耀。

有意思的是，第 44届、45届世赛焊接项目金

牌选手宁显海、赵脯菠都是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大山深处的普通青年，他们跟曾正超一样，均毕

业于攀枝花技师学院，都是技能成才并改变人生的

典型。

连续 3 届代表中国夺得世赛金牌，攀枝花技

师学院过去在招生时常遇冷的专业，也成了热

门。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师、攀

枝花技师学院教师、焊接项目国家队教练周树春

说：“现在到学院报名读焊接专业的学生增加了

一倍多！往年招两三个班，现在都是五六个班，

这是世赛冠军带来的效应。”

据世赛选拔项目焊接比赛裁判长刘景凤透露，

焊接技术有“工业裁缝”之称，同时也是个苦工

种。世赛冠军技能成才的励志故事，激发了青年学

生技能报国的梦想，鼓舞更多青年学习技能、热爱

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

“金属材料分为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两大类，

因此焊接的技术也不相同。从航空航天生产，到航

空母舰制造，还有核电站、高铁、桥梁、高楼大

厦的建设，都离不开焊接。”刘景凤介绍，第二

届国赛焊接项目主要是以电弧焊为主。焊接是特

殊作业过程，既要求外在成型美观，对内在的质

量要求也非常高，焊工的技能是决定焊接质量最重

要的因素。

在刘景凤眼中，一个最优秀的焊工，对所从事

的职业一定有敬畏感，要发自内心地想要干好它。

“每两年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对全球的青年技能

人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交流技艺、展示技能的机

会。同样，我们的国赛也是一次全国青年技能人才

的大聚会。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些年轻人聚在一

起，爆发出来的青春之力让人倍感振奋。”

用“金牌”孕育金牌
对接世赛标准 培育国赛选手

9月 16日，天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上，糖艺西点

项目赛场，裁判员用卷尺量取选手作品的高度。

曲俊燕/摄

9月 19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闭幕式在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瓷砖贴面获奖选手走向领奖台。 视觉中国供图

9月19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闭幕式在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行。一位获奖选手在向观众致意。 视觉中国供图

9月 16 日，天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上，美发项

目赛场，选手们在商业长发向下造型及染色模块的比

赛中。 曲俊燕/摄

9 月 17 日，天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砌筑项目

赛场，安徽代表团选手杨世龙在比赛中测量已完成的

作品。 曲俊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