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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应用开发项目 世界首个冠军 杨书明：

“翻过这座山”

“CHINA（中国）！”
10月17日，韩国高阳市，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

赛韩国赛区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高声报出移动应用开发
项目金牌得主。

掌声热烈，座位上的杨书明一跃而起，身披国旗跑
向领奖台，随后和其他获奖选手紧紧相拥。为了这一
刻，他奋斗了7年。

“梦实现了！我真的站到了世界技能巅峰领奖台！”杨
书明说，2500多个日夜的坚持和努力，值了！

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是本次大赛新增项目，考验的是
选手在有限资料范围、有限时间内对 APP产品的开发编
程能力，杨书明则成为该项目全世界首个金牌获得者。

杨书明的世赛梦，起源于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因
为“喜欢打游戏”，2015年，杨书明成为学院网站开发与维
护专业的一名新生。但入学不久，看到师兄师姐们开发
出“效果炫酷又实用的程序”，杨书明才意识到所学专业竟
然这么有趣，好奇心和求知欲一同被激发出来。

老师们也很快发现，那个入学时“打字超级快”的小
伙，开发的小程序“思维逻辑很好、而且效果不错”，是个

“好苗子”。
2016 年，杨书明迎来了第一次参加技能竞赛的机

会。在一次次竞赛中，他走出广东省、走进国家集训
队、走上国际大赛的舞台。2019年俄罗斯喀山未来技能
大赛是让杨书明印象深刻的国际赛场初体验。这次大赛
上，他和项目团队还作出了跨项目参赛的决定，从原来
的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转为移动应用开发项目。得益于
扎实的基础、高效的学习，杨书明一举夺得银牌。

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才是他的目标。世界
技能组织规定，世界技能大赛绝大多数比赛项目参赛选
手在大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所以，2022年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也成了他实现世赛梦的最后一次机会。冲刺
的3个半月里，杨书明严格执行专家、教练团队量身定做
的训练计划，一天12到16小时的训练成为日常。“身边的
教练、同学们都为我加油，一句句正能量鼓舞着我，让
我在苦涩的训练生活中感受到甜。”杨书明说。

“翻过这座山……”10 月 9 日，刚抵达韩国参加比赛
时，杨书明在微信朋友圈里为自己打气。10月17日，他
分享了一条小视频，记录了颁奖典礼上金牌揭晓这激动
人心的一幕。他说：“超级开心，之前没想到读技校也能站
上世界舞台，为国争光！”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中国“首金”突破 马宏达：

“这条技能成才之路走对了”

马宏达就是那个一边在海外赛场上“‘刮腻子’刮成世
界冠军”，一边在祖国社交媒体登上“热搜”的00后。

“真意外，但如果大家通过我了解到这个项目，了解
到世界技能大赛，那也挺好。”在与记者的视频连线中，
马宏达爽朗地回应。

法国当地时间10月23日，马宏达在2022年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法国赛区的比赛中获得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金牌，实现了中国代表队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

其实，“刮腻子”只是比赛项目中的一小部分。抹灰
与隔墙系统项目比的是用涂料、装饰材料等，对房屋建
筑进行修建、改善和整修，对选手的识图、放样、装饰
线条制作与安装技术、创意等方面都有要求。赛场上的
精彩表现，是场外数年的打磨。

马宏达的父亲，就是一名做门窗的老工匠。“初中毕
业，家人建议我学门技术，最好学完了还给家里帮帮
忙，我自己也喜欢动手，感觉不错。”马宏达说，就这
样，他进入了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17年，该院2名选手出征世界技能大赛，满院的宣
传第一次让马宏达深受震撼。“原来学技能还能代表祖国
出战，参加世界级别的比赛。”之后，经过层层选拔，马
宏达在2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学院竞赛队伍的一员。

“来了就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不是一条随随便便就
能成功的捷径。”老师的话，刻进了马宏达的脑子里。备
战世赛时，马宏达每天早上 8 点准时出现在实训室。夏
天，衣服被汗水一遍遍浸湿，他就在身边常备几套训练
服；一双5厘米厚、能用一年的钢头鞋，在他脚下2个月
就磨破了底；因为长期与水泥、砖块、瓷砖打交道，他
的手上全是老茧……

全世界看到了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那幅获得全场
最高分的漂亮作品：三色分明，上面是蓝天、白云、鸽
子，下面是法国埃菲尔铁塔，作者是来自中国的冠军选
手马宏达。

“这条技能成才之路走对了。”马宏达深知，金牌背
后，凝结的更是团队的汗水，是国家的支持。他的实操
教练，正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银牌的选手，“代
代”相传，让“小匠”们可以站上高峰，而国家对技能人才
的重视，让一批批有志青年在广阔舞台乘风破浪。

“即便我不是冠军，我的所学都能运用到行业里，这
是一条宽广的路。”马宏达说。

数控铣项目 实现中国世赛“四连冠”周楚杰：

“我相信中国数控铣”

还是中国选手！在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数控
铣项目中，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周楚杰获得冠
军，实现中国在这一赛项的“四连冠”！

“比赛过程中都是正常发挥，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整个
赛程。”回忆这场持续6天的世界大赛经历，周楚杰显得从
容冷静。

但实际上，这是一场速度和精度、脑力和体力的
较量。数控铣项目比赛，要求选手通过电脑软件编程加
工刀路，再去操作数控机床，利用数控铣刀切削材料，

根据图纸要求去控制尺寸精度，完成复杂形状的平
面、孔系、曲线轮廓、曲面等零件。对选手的编程能
力、操控能力要求极高。用周楚杰的话说，“一根头发的
粗细程度是 0.082 毫米，我们要加工的精度最大不超过
0.04毫米。”

压力还不止于此。在周楚杰之前，中国选手已经连
续3届获得冠军，这更是一场需要战胜自己的比赛。“压
力也是动力的来源，而我相信中国数控铣。”周楚杰说。

周楚杰的教练正是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
金牌获得者、现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的杨登辉。
在赛前不计其数的训练中，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教练和专
家团队一次次模拟各种突发情况和问题，让周楚杰“对
赛场上的任何困难都不再害怕”，相信“只要平稳发挥就没
问题！”

赛场上的笃定，来自场外数千个日夜的打磨。在最
早接触数控铣的一段时间里，周楚杰的训练基地没有空
调，潮湿闷热的天气，启动键一按，加工机床源源不断
散热，很是磨炼意志。周楚杰却从“枯燥”中寻到了乐
趣：“把零件加工得漂亮、尺寸做得精准，就会有满满的
成就感。”

周楚杰知道，自己是找到了对的事情，又遇到了很
大的平台和机会。接受了一场又一场媒体采访，周楚杰
说，还是最想感谢学院、感谢国家的栽培，大家说他是
种子选手，但“阳光雨露”呵护着他茁壮成长。

他所在的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近 10年参加五届世
赛，共获得“10金3银4铜1优胜奖”，是目前中国参加世
赛金牌数最多、总成绩最好的参赛单位。随着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一批批中国技能健儿迈上世界
舞台。

现在终于可以真正放松一阵子了吧？内敛的周楚杰
露出了笑容，他说：“是啊，可以做点以前没有时间做的
事情。”

在做什么？“好好研究多轴加工技术……”
攀着技能高峰，他们一路向前。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已完赛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已斩获15金3银3铜和5个优胜奖——

技能“小匠”攀高峰
本报记者 李 婕

“刮腻子”刮出世界冠军；大山里走
出新“鲁班”；从小跟妈妈在制衣厂，长
大获世界时装比赛冠军……近期，一
群技能“小匠”接连凭实力“出圈”，火爆
社交媒体。

“小匠”多是00后，却以非凡技艺攀
上世界技能高峰，迎来圆梦时刻。

9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2022年世
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作为2022年上海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替代活动，在15个
国家分散举办。中国共派出36名参赛
选手，在10月底前已完赛项目中，这
支平均年龄22岁的队伍已斩获15金 3
银3铜和5个优胜奖。

他们是谁？他们是一张张青春洋
溢的面孔，在毫米之间较量、在日复
一日“奔跑”、在梦想面前“吃下苦”“沉
住气”，他们是技能成才之路上的星光
点点。

印 度 尼 西 亚 巴
厘岛最北部，坐落
着该岛最大的发电
厂——中国华电巴
厘岛电厂。

作 为 世 界 闻 名
的旅游胜地，巴厘
岛每年吸引上千万
来自全球各地的游
客。然而，在 2015
年前，巴厘岛一直
面 临 电 力 短 缺 难
题。直至中国华电
在 当 地 的 电 厂 投
产，巴厘岛终于告
别“ 缺 电 ”。当 地 人
说：“改变，开始于中
国电厂的到来。”

“发电机再
也用不着了”

在 巴 厘 岛 北 岸
吉鲁甘巴望村，当
地姑娘芙吉对缺电
的 日 子 印 象 深 刻 ：

“因为经常停电，在
学校不得不点蜡烛
上晚自习。家里有电
饭锅，但也得存着柴
火。有时甚至连续停
电一个星期……不
仅没电，自来水也停
了，得从井里打水用
柴烧，很费劲。”

“ 过 去 几 十 年
里，巴厘岛一直面临
着电力供应不足的
情况，不仅当地民众
生活受影响，很多
五星级酒店也得常
年 备 着 柴 油 发 电
机。”巴厘岛电厂总
工程师李群说，以
前当地新增用电申
请经常被拒绝或限制，实际用电需求一直处于管控
状态。此外，由于电力生产成本高于销售电价，当
地政府长期以财政预算形式补偿印尼国家电力公
司，压力很大。

2015 年 9 月，由中国华电投资、建设并运营的
巴厘岛电厂投产运营，源源不断的电能被输送到岛
上各地。7 年多来，这座电厂年均发电量超过 28 亿
千瓦时，占巴厘岛电力供应约 40%，每年为当地节
省约8亿元人民币购电成本。

“现在，发电机再也用不着了，因为岛上有了中
国建设的发电厂。”巴厘岛罗维纳酒店经理巴旺说。
时任巴厘省省长助理伊·格图特·维加称赞道，这个
项目彻底改变了巴厘岛依赖外岛输电和燃油发电的
局面。

“助力实现绿色巴厘岛”

在著名旅游胜地建电厂，不仅仅是能供电。巴
厘岛电厂董事长焦红星介绍，华电对电厂精心设
计，努力做到既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与岛上的风
景、环境、生态融合。

“项目建设之初，我们专门聘请了当地设计师和
工人，使用当地材料，历时 11 个月建成了全长 170
米的印度教风格围墙。”焦红星说，厂区建成后，团
队不但将原先的草地和树木恢复了原貌，还将厂房
以外的区域进行了绿化。同时电厂采用先进环保技
术，环保排放标准高于印尼国家标准，有效保护了
周边生态环境。

维加表示：“巴厘岛很看重自然资源，下决心停
用不环保的发电厂，改用像华电这样最新型的现代
化环保项目，助力实现绿色巴厘岛。”

由于遭受“厄尔尼诺”现象以及旅游业、养殖业
影响，巴厘岛北部海域的珊瑚礁群正在经历大规模
白化。2019年底，巴厘岛电厂联合印尼环保机构共
同成立珊瑚研究及恢复中心。截至目前，该中心已
成功投放超过500株珊瑚幼苗，覆盖范围约200平方
米天然礁盘。专家预测，珊瑚移栽2年后，珊瑚物种
数将增加1倍。巴厘省布勒冷县县长阿古斯高度评价
这一行动，并呼吁更多民众和企业与中国华电一起
将此类公益环保活动延续下去。

“有了稳定的工资和补贴”

巴厘岛电厂给当地带来的改变还有很多，增加
就业就是其中之一。

2012 年，巴厘岛一期电厂在巴厘岛北部投建，
芙吉在村长的介绍下来到厂里上班。“我本来以为要
像其他小伙伴那样，离开家去岛外找工作。”芙吉
说，“多亏了电厂提供的工作。如今我在行政部门帮
忙整理文件和档案，每个月有了稳定的工资和补
贴，还能经常陪陪家人，很开心。”

与芙吉一起来到电厂的，还有同村的小伙子安
德里。“自从有了电厂，年轻人就业方便了很多，收
入也增加了。”前两年，安德里用积攒下来的工资把
家里几十年的房子整修了一遍。

随着电厂开始运营，越来越多当地人在这里找
到了合适的工作。来自爪哇岛万丹省的霍兰曾经在
雅加达附近的一间小型电厂干活，因为想要学习更
先进的电厂运营技术而来到了电厂，在厂区负责数
据监测和记录。“现在我正在努力学习中文，打算到
中国学习电力技术。”霍兰说。

目前，巴厘岛电厂共有近500名员工，其中印尼
当地员工占比超过3/4。焦红星介绍，电厂项目已为
当地提供了数千个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就业压
力。同时，雇工平均工资的年涨幅在 10%-20%，高
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2019年，华电‘一带一路’能
源学院首期印尼员工集控运行培训班在巴厘岛电厂
开班，帮助当地培养了一批电厂生产运维管理的专
业人才，为印尼未来自主开发相关产业打下了人力
资源基础。”焦红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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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书明登上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用开发
项目金牌领奖台。 受访者供图

周楚杰在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成功摘得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金牌后，马宏达（中）与两位其他项目的中国选手合影。
受访者供图

知 识 链 接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

界性职业技能赛事，代表了职业技能

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是当今世界地

位最高、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

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目前，世界技能组织已经举行

了45届世界技能大赛。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原计划于2021年 9月在中国上

海举办，由于疫情原因，改为2022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于今年9月中旬

至11月下旬，分散在法国、瑞士等15

个国家举办。

●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

织，自2011年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以来，已连续参加了5届，累计取得了

36枚金牌、29枚银牌、20枚铜牌和

58个优胜奖。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期

间，中国派出36名参赛选手赴瑞士、

德国、法国、芬兰、韩国、日本、奥

地利等7个国家，参加34个项目的比

赛（大赛共62个比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