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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在天津市鸣锣开赛。这

场“技能全运会”填补了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竞赛的空白，成

为全方位检验技能人才水平的练兵场，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成长成才搭建了平台。

“举办全国技能大赛是推进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抓手。

全国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参加选拔、训练、比赛、获奖的过程，既

是带动广大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的过程，也是促进职业

教育培训发展的重要措施。”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秘书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君表示。

通过竞赛提升技能

“技能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货币’。”劳动和社会保障

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玉杰说，高技能人才作为技术创新的

实践者，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

要力量，是关系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

素。

2020年12月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市成功举

办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面推动省市县三级综合性职

业技能竞赛活动普遍开展。通过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可

以直接带动百万人次以上参与竞赛活动，间接带动千万人次

以上劳动者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进

而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

比如，天津市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发挥技能

竞赛对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完善职业技能竞赛各

项支持政策，制定并完善了《天津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深入实施“海河工匠”建设工程，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以“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为带动、行业和区域竞赛为主体、企

业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为基础，每年组织开展“海河工匠杯”

技能大赛；搭建以企业培训中心为基础、企业公共实训基地为标杆、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和大师工作室为引领的“海河工匠”培训体系。

天津市电子信息技师学院教师张洪豪，通过自身的勤奋学习和刻苦训练在

“海河工匠杯”的“信息网络布线项目”中获得金牌，并代表天津在第一届全国技

能大赛中获得金牌，在2023年的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又斩获银牌。现在的张

洪豪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为世界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赛项中国集训基地的一

名教练员，根据《天津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的奖励政策，他被破格晋升为高

级讲师。张洪豪说：“希望自己的技能成才路，能够激励、鞭策基地的选手，身边

的同事和广大技能学子，把大家参赛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调动起来，竞相登上职业

技能比赛平台，展示自身风采。”

高技能人才培养是系统工程

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2022年10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其中明确到2025年底，“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
为培养高技能人才队伍，今年广东省人社厅提出，大力实施制造业当家技能

人才支撑工程，实施两个行动计划：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畅通评选认

定机制，给予政策倾斜，带动先进制造业等领域高精尖技能人才培养；实施技能

根基行动计划，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向，针对新技术新职业

领域出现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构建“产教评”技

能生态组织，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学徒制。

“高技能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社会制度集合全体社会成员

的力量，汇集各方资源，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全职业生涯的技能培养体系。”陈

玉杰表示，要优化技能人才评价、激励机制，鼓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之路。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技工院校2551所，在校学生445万人，毕业生

120万人。其中，广东省拥有148所技工院校，每年举办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直

接带动该省约180万人次参加岗位练兵、技能比武，为培养选拔高技能人才夯实

基础。目前，广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80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02万人，占比

33.4%，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工业设计技术项目冠军卓嘉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佛山龙头企业培养了很多工匠大师，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企业研发、生产

一线，这种匠心精神值得我们后辈不断学习。这些工匠在企业备受重用，也让我

深刻感受到如今社会越来越重视技能人才，让我觉得选择工匠这条路没有错。”

“赛项设置令人瞩目，竞技展演亮点纷呈，这是我参

加的最精彩的技能大赛。”

“本届大赛更注重实用性，与企业生产更密不可分了。”

“不管是选手人数还是整体水平，本届大赛比第一届

有更多提升！”

……

9月 16日在天津市开赛的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现

场，好评声不绝于耳。来自全国各地的 36个代表团的

4000多名选手摩拳擦掌上演巅峰对决，在技能大舞台绽

放光荣与梦想。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相关竞赛项目的裁判、选手、技术

人员、教练等不同身份的赛事人员，记录了他们对于参加

本次大赛的切身感受。

裁判：“让选手考出应有水平”

在数控车项目备战比赛时，记者采访了该项目的裁

判长宋敏之。他表示：“数控车与工业生产及日常生活紧

密相连，从卫星、飞机、高铁到汽车、轮船等都与其有密切

关联，智能制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数控车与数控器，

可以说没有这些机床，也就没有智能制造。本次大赛我

们关注参赛选手技术的精度和质量以及工作效率。”

“作为本届赛事的裁判员，从最初的赛项设计到赛项

的整体规划，我们要根据职业大典中的职业标准和要求

来制定考核要点，让选手考出应有的技术水平，来适应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需求，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合适的职

业岗位。”区块链应用操作项目裁判长助理李腾说。

选手：“从客户的角度设计”

作为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的金牌选手，本届大赛机

电一体化项目天津代表队参赛选手张展锐谈起此次参赛

感受时表示：“包括本届大赛，我参加了两届全国技能大

赛，感觉比赛越来越规范，给选手预留了充分的准备时

间，让比赛更加顺畅。”

在谈起备战的体会时，张展锐表示，比赛更加贴近产

业实际，“我们备战比赛更多的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设

计，做出的产品也更符合企业需求。”

技术人员：“对参赛选手素质要求高”

“工业机械是综合性的赛项，也是世界技能大赛的

赛项。这个项目模块比较多，需要选手兼顾完成，对选

手个人的整体素质要求比较高，对教练的指导能力要

求也很高。”在比赛现场，工业机械项目技术保障人员

操升祥表示：“在本届大赛上，工业机械有 25个代表队

参加，主要以 16-25岁的技校学生为主。我国在这个

项目上的最好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此次大赛

工业机械项目的总裁判长就是当年金牌选手的教练。”

操升祥补充说：“技术学校的设备设施比较齐全，学生

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全身心投入训练，但也需要 2-3
年的辛苦训练才可能拿到优异的成绩。”

教练：“以赛促教培养高技能人才”

在比赛现场，记者采访到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的

一位教练，他表示在我国，这个项目已经参加过五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过金牌和银牌。在网络通信

中，70%的故障来自于布线，因此技术人员必须热爱

本职工作，要有工匠精神。“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培养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为我国信息产业培养高

素质的技术人员。”这位教练表示：“很多职业院校

热衷参加技能大赛，带动了全国布线水平的逐步提

高，本届比赛的内容比以往都难，但选手比以往水

平高，积极性也特别高。”

据了解，本届大赛职工参赛比例大幅提升。在参

赛选手条件方面，将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的参赛选

手明确为相关职业从业人员，意味着职工的参赛比例

大幅提升。“通过大赛更好地助力职工创新，带动更多

的职工钻研技能、提高技能，更好地服务生产。”增材制

造赛项天津集训队教练组长姚继蔚说。

成就技成就技能人才的能人才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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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技

能大赛的举办让更

多技能人才的“高

光时刻”得以放大，

进入大众视野。持

一技之长，许多人

奋斗在技能成才的

路上，点亮大国制

造的未来。

第二届全国技

能 大 赛 的 能 工 巧

匠们用真实的奋斗

故 事 展 示 精 益 求

精、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激发更多

的 新 时 代 青 年 走

“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之路。

选手：张应康

赛项：机器人系统集成（世赛）
2006年出生的张应康，是湖北省代表队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选手。来

自湖北荆门农村的张应康受到父辈的影响，认为一定要有一技之长，人生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21年，在朋友和老师的推荐下，张应康就读荆门技

师学院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专业，在家长的陪同鼓励、老师的悉心教导下，

他对专业课越来越喜爱。在机器人竞赛集训队招收新队员时，张应康主动

报名参加学院机器人竞赛集训队，边上课边训练，跟着学长学习机器人操

作，利用平时休息时间巩固知识、坚持训练，经过学校的层层选拔脱颖而

出，与搭档王思睿代表学校参加湖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其机器人系

统集成项目获得金牌，最终进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参赛队伍。

选手：步凡吉

赛项：飞机维修
23岁的步凡吉是航空工业哈飞铆装厂最年轻的专业铆装钳工。2017

年，步凡吉从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毕业后来到哈飞工作，实现了儿时

满怀憧憬的航空梦想。从理论学习到实训再到上手操作，从划线、钻孔等

基本功练起、反复琢磨，步凡吉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这个20岁出头的小

伙子特别有钻劲，参加大赛不仅提振了他的信心，也让他经受了历练，为他的

前程点亮了一盏明灯。”步凡吉的导师如此评价道。正是因为这份钻研精神，

使步凡吉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哈飞车间里最年轻的专业铆装钳工。

选手：班梓萌

赛项：化学实验室技术
作为唐山劳动技师学院学生，班梓萌凭借精湛的技艺在

河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化学实验室技术金牌，进

军全国技能大赛。班梓萌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获得

全国技能大赛参赛资格后，她争分夺秒苦练技艺。在实验室

里，她从早忙到晚，常常一个实验要做数十遍，从不叫苦叫

累。作为本届比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选手，班梓萌以饱满

的热情、坚强的意志和超出常人的自律，向着心中理想不懈

奋斗。

选手：宋亿存

赛项：增材制造
宋亿存来自河北保定，自幼家中并不富裕，为治疗奶奶

的病家中用去了大部分积蓄；宋亿存的妈妈也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工作，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人工作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彼

时，宋亿存坚信学好一门技术就可以改变家中的窘境。怀揣

学好技能改变命运的愿望，他就读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在校期间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专心钻研技术，刻苦训练技

能经过不懈努力获得河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增材制造

赛项二等奖，并获得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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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布线比赛现场 范晓婷/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赵子硕//摄摄

工业机械项目比赛现场 范晓婷/摄

▶ 本报记者 王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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