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炫青春，能创未来”。在近期
密集举行的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比赛里，青岛职业技
术学校的学生们拿出了耀眼的成绩
单：青岛西海岸新区高级职业技术学
校获得数字产品检测与维护一等奖；
青岛艺术学校获得声乐、器乐表演一
等奖；青岛经济职业学校获得美术造
型一等奖；青岛烹饪学校获得西式烹
饪一等奖、中式烹饪一等奖；青岛市
城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获装配式
建筑构件安装赛项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我国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职业教育竞
赛，也是职校学生向上攀登的重要阶
梯。“普通教育看高考，职业教育看大
赛”，对职校学生来说，如果能在全国
大赛上获得三等以上奖次，就相当于
在接下来的春季高考中获得专业知
识和技能考试的“满分”。因此，暑假
就是他们的“逆袭期”，通过参加一场
场比赛来提升知识储备、磨炼技能，
将“工匠精神”根植于心，从而打开通
向未来职业领域的捷径。

暑假大赛密集，是每个
职校生的挑战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往年在 5 月职
业教育宣传周开启，持续到 6 月结束。
今年，大赛时间则集中在 7 月，更方便
师生备考。7 月 7 日—12 日是声乐、器
乐表演赛项，7月18日—20日是美术造
型赛项，7月25日—27日是西式烹饪赛
项，7月31日为中式烹饪赛项……密集
举办的赛事让众多中职学生处于兴奋
的备赛状态。

据了解，学校一般会派出六七个选
手参与某个赛项。参赛选手此前经过

了严格的层层选拔，校赛、市赛、省赛再
一路走到全国赛场。在这一过程中，几
乎所有该专业的学生都会参与其中。
选出了参赛代表，其他学生也不能放
松，他们要负责陪练，陪选手向终点冲
刺。虽然今年无缘上场比赛，但“陪跑”
也是宝贵的经历。多位获奖选手告诉
记者，他们就是从陪练做起，不断精炼
技艺，最终走上领奖台的。

高强度集训，师生同赛
检验教学成果

炎热的夏天里，火热的梦想激励着
职校学生走上逆袭道路，他们集训时的
紧张程度不亚于高考备考。

西式烹饪赛项荣获优秀指导教师
奖的曲葭介绍，今年大赛出台了新的规
则，文件需要逐条解读，把每个扣分项

研究透彻，比如准备阶段的生熟分开、
设备摆放、水池干净程度等都是需要注
意到的细节。为了最后呈现的三菜一
汤，指导老师与参赛选手集训了 3 个
月。“那段时间天天吃自己的作品，不用
吃别的就已经饱了。”学生孙启坤说。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美术造型赛项中，青岛经济职业
学校首饰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张曦以
全国第一的成绩从68支参赛队伍中脱
颖而出。接到参加国赛通知时，张曦只
有两个半月的时间训练。“那时候我从
未画过半身像、人头像，在人物动态、比
例、造型方面均有缺陷。”张曦回忆，为
解决这些问题,她几乎是住进了画室，
每天一睁眼就是画画，手上粘的碳粉已
经洗不净了。

这样的高强度训练是每个参加全
国大赛的职校生必经的阶段。在 201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一举夺金

的青岛西海岸新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李秀鑫记得，备赛时，他不分白
天黑夜，每天刻苦训练十几个小时，同
一颗螺丝反复拆卸上千次。训练时全
神贯注，回到宿舍才发现因为站得太
久，腿已经肿胀，两条腿时常在夜里
抽筋把他疼醒。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2013 级学生郑贤斌曾获得全国职业技
能大赛装配钳工金奖。备赛期间，他
常常在车间里一站就是一整天，饭是
同学帮他带去车间的，一连3个月他吃
的都是火烧。

职业大赛的特色之一是师生同赛，
教师和自己的学生一同参赛，检阅学生
的学习成果，更检验了“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建设情况，是促进专家型教师成长
的重要举措。为了能更好地指导学生
参加比赛，青岛高新职业学校（青岛市
理工高级中学）老师余海龙特意考取了
无人机超视距（III类直升机）驾驶员执

照。他利用暑假在飞场练了两个月。
因为穿着短裤，腿上被蚊子咬得满是
包。为了学生，他把自己炼成了山东省
职业教育青年技能名师。

获奖经历为学生职业
生涯提供高起点

那些吃过的苦都会变成光，照亮未
来的路。职业技能大赛中披荆斩棘的
经历将学生托举到行业领域的高层次
平台上。获奖学生除了可以获得免试
升学的机会，还打通了未来成为技术能
手、能工巧匠的道路，距离“大国工匠”
的目标更近一步。

青岛电子学校毕业生孙旭在 2016
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物联网
赛项金牌，通过“3+4”转段进入青岛酒
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习，2018年毕业
后进入新大陆集团，目前负责公司在全
国的物联网中、高职师资培训，成为公
司的骨干力量。

借助国家技能大赛获奖“免试升
学”的政策，李秀鑫顺利进入大学的课
堂。因为有参赛经验，在大学里，他依
旧是各种比赛的主力，先后参加了机器
人竞赛、国际工具机展、科创竞赛以及
国际创新发明竞赛等，并获得国际竞赛
金奖2项、科创竞赛优秀奖1项，考取国
际证照1张。走出校门后，他经过慎重
考虑，没有选择向他敞开大门且离家近
的优秀国企，而是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工
业机器人领域，由行业的底层做起，逐
步积累业务和管理工作经验，3年后应
邀加入青岛柏克莱海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成为技术骨干。

火热的暑假里，一大批职校学子奋
发向上、锤炼本领，不仅为自己未来发
展打好基础，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这个暑假，是中职学生的“逆袭期”
各类职业大赛密集举行，提升知识储备、磨炼技能的同时，将“工匠精神”根植于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实习生 张雨诺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大国工
匠，要把学生培养成大国工匠，自
己也要有工匠精神。”王国明是青
岛电子学校物联网与大数据专业、
工业互联网专业教师。从教31年
来，王国明完成了从优秀青年教师
到正高级讲师再到齐鲁名师的精
彩蜕变。他始终将“工匠精神”潜
移默化地融入到教书育人工作
中。在热爱的专业领域，他精益求
精、甘于寂寞、勇于探索，做专家型
教师；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他兢
兢业业、勤勤恳恳、无私奉献，做学
生的引路人，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王国明（左一）辅导学生赛前训练。

教育故事

欲成名师，先做“明”师

1992年，王国明大学毕业后入职青
岛电子学校。教学之余，勤于钻研的他
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专业能力提升
上。他每天关注专业相关资讯，阅读专
业书籍，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对中职
电子专业以及计算机部分专业的相关
知识烂熟于心。他通过自学，取得哈尔
滨工业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工学硕士
学位，逐渐从一名电子技术专业教师转
型为物联网与大数据专业、工业互联网
专业教师。

拥有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王国明
又积极投身于教学改革中。多年来，
他主编或参编出版了十余本国家级专
业教材，今年，由王国明主编的两本教
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

尽管众多奖项已收入囊中，但王国
明却从未停止过学习的脚步。“这两年，
我又通过网课、书籍自学了 Python 编
程、AUTOCAD 等应用软件，并为学生
开设了相关课程。”王国明说，教师要不
断精进自己，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爱”字当头，用心育人

2008年开始，王国明参与到辅导学
生参加各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工作
当中。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泡’在
实验室备赛。”王国明回忆，刚开始那几
年，物联网技术专业只有他一人辅导学
生参赛。大赛考查的内容繁多，他和学
生几乎全天都待在实验室。2015 年他
带领学生备战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
项目国赛时，经常遇到棘手难题，有时
一个问题要给厂商打十多个电话才能
解决。

“那时，我经常利用上下班乘坐公
交车的时间，在手机备忘录上把要攻
克的问题一个个记下来，再一个个去
解决。有时在实验室待到深夜，坐在
椅子上就睡着了……”功夫不负有心
人，他的学生最终在当年的国赛中夺
得金牌，这是青岛电子学校在该项比
赛中的第一枚金牌。此后，王国明多
次带领学生在国赛中摘金夺银，他也
被评为物联网技术赛项国赛金牌指导
教师。

备赛期间，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关
系拉得更近了，这让他能够及时地关注
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有的学生家庭
困难，他便偷偷资助；有的学生性格孤
僻，他主动联系班主任，为学生创造参
与班级管理和活动的机会，打开学生心
扉；有的学生调皮叛逆，他耐心引导，挖
掘学生潜质，把学生送上国赛的最高领
奖台……

“这些孩子的出路都挺好！”王国
明说，通过大赛的历练，学生掌握了一
技之长，不少毕业生已在世界 500强企
业中担任工程师、技术主管等职务，有
的毕业生自己创业当了老板。

示范引领，润物无声

31年如一日，王国明对待教育事业
始终怀着满腔热忱。在他看来，自己之
所以能取得骄人的成绩，除了自己内心
对于职业教育有着坚定的信念外，还得
益于学校为他的专业成长提供了良好
的土壤。

“学校非常注重教师的专业成长，
我就是在老教师的带领下一步步成长
起来的，整个团队在生活和工作上都给
了我很多关心和引导。”王国明介绍，青
岛电子学校为每一个教师搭建个性化
成长的平台，设立名师工作室，实施“青
蓝工程”，为青年教师配备专业导师和学
科导师，师徒结对共同进步。多年来，王
国明名师工作室也发挥着示范、辐射、带
动作用，带领一批批青年教师成长。

此外，青岛电子学校还时常组织校
内外培训，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教学比
赛、教材改革和企业实践当中，从而获
得快速提升。“现在的年轻教师一定会
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知识储备更丰富、
素质更全面、发展环境更好。”王国明感
慨道。

目前，王国明所在的物联网技术专
业教学团队中已有 2 名青岛名师、2 名
山东省青年技能教师，多名教师荣获青
岛市教学能手。2018年，该团队获得山
东省优秀教学团队。团队共同完成的
省级规划课题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青岛电子学校王国明：

以“工匠精神”引领学生成长成才
□青报教育在线 徐 阳

位浩 2005 年从石化高技校毕业，
怀揣着朴素的梦想和情怀，进入海晶
化工（海湾化学）开启了光彩的职业生

涯。“干一行就要专一行，就要干出点
成绩！”他觉得别人能干的事，自己也
能干好。

理论欠缺，他就拿着自己的方案简
图，跑到现场，挨个控制点比对，挨个管
道研究。管道弯度多少，液位计在哪
等，位浩都一一标注在 PID 图上，对方
案不断完善和补充。工作之余，位浩

“偷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 11 页的
图纸都梳理了一遍，完成了 100单元共
沸干燥方案初稿。

英语水平不足，他就下载学英语
的 App，从音标、字母、单词开始，练习

发音，一段时间学习后，他已能够翻译
英文的技术资料，在装置现场，也能与
外方专家交流。操作技能不熟练，他
就跟着老师傅操作，不断练习，直到熟
练掌握。

就这样，位浩在操作工岗位上踏
实肯干，岗位操作能力不断提升，很
快 便 让 部 门 领 导 和 同 事 们 刮 目 相
看。凭着这种“把公司当家，把岗位
当战场”的爱岗敬业精神，位浩从一
名默默无闻的学徒工成长为能独当
一面的技术能手，成为大家心服口服
的“青岛工匠”。

青岛市石化高级技工学校：

培养工匠型人才的摇篮
□青报教育在线 王敏敏

位浩：干一行专一行，两个月“吃透”11页图纸

7月26日至8月1日，青岛市职工创新创业活动周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客运中心举行。青岛市
石化高级技工学校工会组织观摩，向标杆学习、向榜样看齐。现场的荣誉展区内，海湾化学苯环造型
展台上，毕业生位浩、苏秀龙的证书非常显眼，他们分别获得2020年和2023年“青岛工匠”称号。这
让在场的老师感到格外的自豪。

近年来，青岛市石化高级技工学校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研究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内在规律，
积极探索专业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新手段，打造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厚植工匠精神的
沃土，为培养工匠型人才、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苏秀龙自 2009 年从石化高技校毕
业来到海湾化学，恰逢企业“四化”搬
迁的发展机遇，他凭借个人的勤奋努
力和突出的工作业绩，从一名普通操
作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工段长和高级
技师。

在护航聚氯乙烯一期生产的同时，
他在聚氯乙烯二期及六线技改项目投
产中，与同事研究解决技术难题 357
项。特别是在二期项目开车时，国外专
家因疫情原因无法到场指导，他连续30
天坚守现场，和同事们一起克服多个难

题，实现一次开车成功，不仅产品质量
达到优等品级，还为企业节约指导费用
一百多万元。

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设计
产能 30 万吨/年的聚氯乙烯一期装置
年产超过31万吨，创造历史纪录。他积
极响应“用三年时间将‘海晶牌’聚氯乙
烯打造成为国内第一高端品牌”的号召，
根据聚氯乙烯厂制定的落实清单，先后
主持编写《氯乙烯球罐年检排气操作法》
等多项操作法；通过打造创新工作室，成
功输出QC成果13项，提出技改技措47
项。其中，改造干燥闪蒸喉管项目，将
干燥停车时间缩短三分之二；通过改进
涂釜排水工艺项目，将树脂晶点指标从
60 左右降到 15 之内，大幅提高了产品
质量，助力聚氯乙烯产品获国家级“绿
色设计产品”“山东省知名品牌”，还上
榜“好品山东”品牌名录。

他不仅在推进工艺改进优化方面
做出了突出成绩，在节能挖潜方面也有
突出表现。他主导提出的持续优化干

燥水分控制方案，大大降低了干燥蒸汽
消耗量，年平均节省蒸汽 1 万余吨，累
计为企业创效达1000万元以上。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在企业精益班组建设中，苏秀龙
发挥了领头羊作用。他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在工段常态化开展月度
指标竞赛、季度 OPL竞赛、“大学习、大
培训、大比武”等，使“查保促”、合理化
建议形成制度。由他制定的劳动竞赛
评比办法，进一步优化了师带徒、结对
子等传统模式。此外，他还创新开展
OPL 金牌讲师、“月度之星”等评比竞
赛，并采用员工技能矩阵评价、全员改
善提案征集等手段，带动班组全员提
升，成效显著。目前，他所在的聚合工
段已有 8人获二级及以上技师资格，40
人获高级工资格，所在班组获评“全国
质量信得过班组”、青岛市“工人先锋
号”、青岛市安全标准化班组、青岛市
创新型班组及青岛市“青年文明号”等
一系列称号。

苏秀龙：精益求精，技改创出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

城里娃的暑假有兴趣课堂，有研学旅
游。可在农村，有的学生因为父母务农、
外出务工无法照看，只能自己在家度过。
今年，莱西市教育和体育局在继续面向义
务教育学校提供校内托管服务的同时，依
托社会各界资源力量，开展社区公益爱心
托管。

7月10日，“七彩假期·梦想启航”夏令
营分别在望城街道办事处院庄村和左家泊
村开营。这是莱西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在望城街道开设的两个活动地点，共有
32 名儿童参加。夏令营通过组织青岛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城市学院等高校的
16名大学生志愿者，以及两名社工、4名优
秀公益指导老师，以志愿小课堂的形式，帮
助孩子在“家门口”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
的假期。

7 月 17 日，“小雨滴莱青春志愿小课
堂”分别在 4 个社区服务点开课，吸引了
138名小学生参与。暑假返乡的大学生和
村里的儿童产生了新鲜的“反应”。大学生
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设计课程教案，再根
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
性的课程。除了辅导作业、安全教育、手工
制作、兴趣拓展，志愿者还带着孩子们一起
搞社会实践。比如带领学生一起慰问环卫
工人，帮助环卫工人捡垃圾，宣讲垃圾分类
等。通过社会实践，孩子们体会到了劳动
的艰辛和劳动成果的珍贵。通过参与公益
托管，大学生也收获满满。“我是师范专业
的学生，大学里学到的教学方法正好可以
用在暑期托管课堂上。”一名志愿者介绍，
为了让学生感受到集体的凝聚力，他挑选
了“少年中国说”作为班歌，当孩子们早读
犯困的时候，班歌的背景音乐一响，所有学
生都振奋起来。

“孩子白天没人照顾，我也没有能力
辅导孩子，现在村里有了夏令营，请了大
学生‘老师’来辅导，还是免费的，真是给
我 们 帮 了 大 忙 ，也 不 用 担 心 孩 子 乱 跑
了。”说到夏令营，小学生史敬辉的奶奶
赞不绝口。

下一步，莱西市将继续创新暑期托管
模式，继续整合社会各界资源，引导和帮
助广大中小学生度过安全、快乐、有意义
的假期。 赵 黎

公益托管让村娃的
暑假更精彩

■烹饪专业
比赛中，参赛选手
们要在规定时间
完成作品并摆盘。

品牌的力量
成长的声音

责编 王世锋 张 羽 美编 金 琳 审读 李 斌 排版 韩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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