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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获得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
权，2位上海小将取得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建
成103个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2017年对上海建
设“技能高地”来说，可谓“里程碑”式的一载。在技能
人才培养培育过程中，青年技能人才、高级技能大师、
用人单位人事对沪技能人才培养有着各自的看法。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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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在被誉为“世
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
赛上，上海共有6名选手代表国家
参加了6个比赛项目的角逐。最
终，上海小将杨山巍、潘沈涵分别
夺得车身修理项目和花艺项目2
块金牌，实现了上海选手参加世
界技能大赛以来金牌零的历史性
突破。此外，网站设计与开发项
目与餐厅服务项目的两位上海95
后青年也获得了优胜奖。这对上
海技能人才队伍来说，可谓振奋
人心的消息。

“杨山巍快成为技能人才的
‘网红’了。”车身修理培训基地
负责人、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
校校长卞建鸿说，勇夺金牌的20
岁小将杨山巍已成为校园学生
乃至更多技能青年的榜样。凭

借技能，中、高职学生也可走上
世界舞台。

他们的成绩也得到了认可。
此次2位金牌选手除物质奖励外，
还“晋升”了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同时被授予“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上海市杰出青年岗位能手”
等称号。

获奖小将取得该成绩的背后
是为期一年的高强度训练。没有
双休日，全年只在过年休息了两
天；每日早上6点起床跑5000米
进行体能训练；从早上7点训练到
深夜……这是车身修理金牌获得
者杨山巍在过去一年训练时的真
实状态。

在徐汇区上海市城市建设工
程学校（上海市园林学校）的花卉
实训基地，潘沈涵也经历着类似

的训练。他几乎没有娱乐时间，
简单的捆绑粘贴动作他会练习几
千遍，甚至上万遍；每日做出三四
个花艺产品；固定花卉的胶枪经
常在频频使用下发烫。

面对参赛的挫折与辛苦的准
备过程，杨山巍坦言：“中途肯定
想过放弃。”但团队的支撑让他再
次激起了夺牌的热情。结束比赛
后杨山巍表示：“世界是公平的。
付出后肯定有回报。”

2018年6月，18岁的潘沈涵
将从上海市城市建设工程学校毕
业。对未来，潘沈涵有着一个设
想——完成大学梦。“我还是想在
相关领域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如
今在实际操作上有出色成绩的潘
沈涵期待可以达成理论和实践的

“双融合”。

实现高技能人才理论与实践“双融合”提升全社会对技能 教育认可度 助力技能人践行科学职业观

上海打造技能人才高地 让青 年改变成见走上大国“工匠”路

零的突破 上海青年技能人才在世赛舞台夺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要建设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
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
精的敬业风气。

如今，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的金牌选手已然成为技能青年人
群和上海市民眼中的“网红”。杨
山巍觉得，“只要坚持，做什么事
都能改变人生。我们虽然基础知
识成绩平平，但选择技术之路也
可以改变。”

“不过，这一想法目前还并不
被所有家长们接受。”杨山巍所在
的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修承
义老师说，招生时，校方还是需要
费些力气。“虽然每次学生获奖
后，校门口LED屏幕上会滚动播放

比赛成绩，但周围市民对学技能
依然有些‘成见’。”诚然，读大学
如今依旧是不少父母对孩子的期
望。学技能也可走出精彩人生路
的观念并非尽人皆有。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形
象大使、中国技能大师、宝钢股份公
司热轧厂技能专家、高级技师、第十
三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王军向
青年报记者感慨：“现在社会上，不
少年轻人和家长不重视蓝领工
作。实际上，时代变化，技能人才逐
渐成为‘强势群体’。但要改变固有
观念，还需要技能竞赛的宣传以及
社会方方面面共同来营造氛围。”

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办方世界
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希
望参赛者通过世赛这一起点去汲

取营养，“也希望通过大赛的举行
让更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家
长们明白，上大学并非是子女未
来唯一成功道路，成为技能工人
也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青年人
的第一选择，而非最后选择。”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网站设
计与开发项目优胜奖获得者孔元
元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参加世赛前，组委会特意
安排我们进当地的社区和小学。
组委会希望我们以亲身经历影响
小朋友和当地市民，传递学技能
不仅可以优化生活，还可改变人
生，甚至有机会成为世界冠军的
理念。”孔元元也希望更多人意识
到，进入技校学技能并非“不好意
思”的事情，而是一件充满“工匠
精神”的荣誉之选。

世赛金牌选手杨山巍在赴阿
联酋参赛前，就已经被上汽集团
破格录用。“企业需要大量技能人
才，技能人才也需要企业作为今
后发展平台。”上海市杨浦职业技
术学校校长卞建鸿说，这是上海
技能人才后续发展的一个方向。

据卞建鸿介绍说，杨山巍的
学长、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
修理银牌获得者罗良也是一位

“传奇青年”。罗良获奖后被上汽
集团破格录取，成为上汽第一位
中职学历的正式员工。

世赛标准对上海青年人才培
养的影响在教育者的眼中是明确
的。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党委书
记柳如荣表示，参加技能比赛的
学生在求职时便被公司在第一波
争相录用，可见实际操作的人才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学校近年也
把大赛的内容反哺教学，借课程

改革，把教学内容更偏向动手能
力，也更加注重技术化、智能化，
培养技能型的人才。

从薪酬待遇上看，技能人才
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工资水平
也相应提高。2017年年底，上海
市人社局首次发布了本市企业技
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调查显
示，高级技师的工资中位数为
11.67万元，技师为11.47万元，
高级工为 10.47 万元，中级工为
10.12万元，初级工为7.2万元；高
级技师的工资高位数为20.71万
元，技师为20.19万元，高级工为
18.07万元，中级工为16.62万元，
初级工为14.5万元。此外，2016
年技能人才的工资高位数为
17.45万元，即有10%的技能人才
工资水平在17.45万元以上；中位
数为 9.51 万元，即有 50%的技能
人才工资水平在9.51万元以上，

成果初显 以世赛为契机改变社会固有观念

潘沈涵的指导老师、世赛花

艺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朱迎迎

表示，潘沈涵这样的技能小将虽

有娴熟的操作技术，但还需要专

业理论知识的后续培养。她提

出，从长远角度看，为技能小将

的长远发展，本市有关部门可否

为此类有良好操作能力的青年

人才开设读相关专业更高学位

的“直通车”？

怀揣技能的职校学生
如何进一步走下去？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

的修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校

方培养的选手虽已连续三届在

世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每年

招生时，依旧能感受到孩子的家

长对技能教育不感兴趣。校方

需要花大力气招生。如何让家

庭重视孩子的技能教育，感受学

习技能也可成才？这是修老师

所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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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家庭重视
孩子的技能教育？

求贤若渴 用人单位对技能人才需 求大、水平要求高

“乐业上海”就业服务专家志

愿团成员、资深人事朱晓斌表示，他

在进行职业指导时关注到，不少求

职有惑的中职、高职毕业生在找工

作时并不愿意选择本专业岗位。

朱晓斌介绍说：“我观察到部分中、

>>>疑惑

如何全面培养职校
学生的职业发展观？

技能大赛现场，市民现场当“小工匠”。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