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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视野 

 

三对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 
 

技能立身，通往卓越的另一条路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陈之殷  李晓  冯帆  周仕兴  宋喜群  王斯敏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能人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

完善和落实技术工人培养、使用、评价、考核机制，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通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在“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对于新时代青年而言，成才的道路纵横通达，学习并精通一门技能，向着大国工匠、大国巧

匠的目标扎实前行，不失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选项。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面临很多问题。如

何建设更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怎样依托企业技能人才优势，促进科研单位、

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能否打破技能人才发展的“天花板”，使其更好地成就自我、发挥价值？

又到一年中学毕业季，我们邀请三对从事技术工作的师徒、兄弟、夫妻讲述感受与追求、困惑与

喜悦，并请专家为一些职业教育师生答疑解惑。 

    一线讲述 

    师徒同行 

    大国工匠，既能安身立命，更是光荣使命 

    师傅：江苏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班组副班长、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 陈亮 

    1998年，我考入无锡无线电工业学校（现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一

开始，我干的是粗加工，搬运钢材、切割铁块、磨床、车床、快走丝等岗位干了个遍，真正学习

数控知识已经到了 2003年。 

    我积极地向师傅学习，把国内外数控铣加工的书啃了个遍。那时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为了

学习数控技术、编程知识，我一咬牙拿出半年积蓄买了台电脑。 

    在技术攻关中，我设法将精加工的尺度控制在一微米左右。为此，我快到了茶饭不思、废寝

忘食的地步，不知磨坏了多少砂轮。想到一个砂轮要几千元钱，我非常心疼，便把一个损坏的砂

轮挂在胸前提醒自己提高技艺。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拼劲儿，我们团队不断攻克技术瓶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2013年还首次

涉足航天航空领域高精微细制造。 

    我得到了很多荣誉，从学徒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代表产业工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都让我为我的工作感

到自豪。行行出状元，做技术工人也能大有所为。 

    近些年，我处处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技术人才的重视，人们渐渐认识到，产业工人也可以在广

阔舞台上展现人生价值。有一次我接受一个小学生记者团采访，一位小学生在活动结束时告诉我，

他的爸爸也是工人。本来他觉得爸爸工作太辛苦，总是没时间陪他，赚钱又不多。现在他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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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陈亮叔叔一样，也在做一件光荣又有意义的事情。 

    但我也深知，目前产业工人里比例最大的还是“腰部”人才，评职称难、成长较慢。因此，

推动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相互贯通、改善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环境，才

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走上技术报国之路。 

    现在的我，不仅在工厂里带徒弟，还成了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产业教授，做项目、带学

生，有很多机会和年轻人交流。我常常鼓励徒弟们赶超我：“被徒弟超过不丢人，反而是一件值

得自豪的事。” 

    徒弟：江苏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 陈小龙 

    我一开始学的是钳工，2010年毕业后进了电子厂工作。因为上升空间很小，我挺迷茫的，便

换了份工作，来到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学数控。 

    我们公司都是师徒结对，我的师傅就是陈亮。一开始我做些辅助工作，接着尝试制作简单的

零件，后来又自学了编程。从手工编程、电脑编程到自动编程，学精学透之后很有收获感，收入

也更高了，我特别开心。 

    师傅的团队有 15 个人，多项技术攻关我们都深度参与。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清华大学的

校企合作。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半年内就研制出了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精密微喷孔加工装备，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实现了零部件稳定量产，目前产值

已经突破亿元。当时，清华一位老教授说：“我现在特别理解国家为什么对产业工人越来越重视。

没有你们，好多成果不能产业化、项目不能落地，不能更好服务百姓。”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公司接到任务做生产熔喷布的模具。熔喷布模具最小孔径

只有 0.15厘米，像针一样细，难度非常大。但我们深知熔喷布是生产口罩的核心原料，于是不眠

不休全力攻关，终于在 48 小时内完成了首副熔喷布模具研制。虽然辛苦，但我们的工作帮助到

了很多人，付出再多也值得。 

    现在，我已被评选为助理工程师和蠡园开发区最美工匠，还在无锡买了房子成了家。师傅常

对我开玩笑说，他总记得我刚进车间时青涩的样子。一眨眼我不仅成家了，技术上也能独当一面，

甚至收入比他高，他觉得非常欣慰。我想，安身立命和有光荣感，这两点都让我更加坚定我的选

择。 

    兄弟同梦 

    多学知识、打磨技术，路才会越走越宽 

    哥哥：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老师、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龙才荣 

    2010年高考后，在舅舅建议下，我报考了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专业。在这

之前，我对数控一窍不通。开始上课后，我发现自己对实践动手很感兴趣。大二我选修了一门专

业选修课——数控机床电路装调。因为我上课认真，动手能力强，老师让我做课程助手，并推荐

我参加当年数控机床装调与维修大赛的校内选拔赛。没想到我获得了第一名。从那时起，我坚定

了学习前沿技术、参与技术创新的奋斗目标。 

    此后我参加了不少比赛，获得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毕业后，我在校办机械厂负

责管理设备和维修，实现了职业理想的第一步。 

    那时学校工厂里要上一个汽车左右纵梁工业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的项目。我自告奋勇参与

项目，自学了工业机器人调试，PLC编程，完成了工作站整体联调并实现量产。因为这些经历，

在学校开设自动化和工业机器人课程时，我被安排了教学任务。 

    其实，在这两个方向我只能算是“菜鸟”。为了讲好课，我恶补了很多知识。同时，我也继

续参加职业技能比赛，2016年代表广西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获得教师组个人赛第十一名，

这是该赛项广西代表队迄今取得的最好成绩。那年，我被授予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和“广西技术能

手”等荣誉称号。 

    职业教育是终生学习的过程。我常对学生说，毕业后面前并非只有一条路，也不能停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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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知识、打磨技术，路才会越走越宽。 

    弟弟：金富莱玻璃厂操作工 龙进滨 

    初中毕业后，我读了一个学期中职就不想继续上学了。哥哥在读高职，他对我说，还是得好

好学习一门技术。那时我年纪小，听不进去，便和堂弟一起去了广东，在模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学习最基础的模具加工技术。半年过去，我发现自己进步很慢。 

    那时我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目标。过年时，我从广东回到家里，哥哥已经从柳州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留在学校从事教学和机器维修工作。哥哥对我说，他觉得数控方面人才需求量很大，前

景也好。“你可以先回学校上学，再读一些书。数控涉及的领域很广，就业面也广。如果有天分

有兴趣，还可以深入钻研技术。” 

    哥哥的话让我醍醐灌顶。盲目打工的确无法让自己掌握核心技能，还是要找到长远的职业发

展方向。于是我听了哥哥的建议，先回学校学了一段时间数控技术，然后进入一家小型制造厂，

从事数控自动化玻璃切割方面的工作。业余时间，我努力学习数控专业技术，遇到不懂的问题就

和哥哥探讨。 

    做技术工人还是挺辛苦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觉得难、工作条件不好，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

但我会努力坚持下去，哥哥走过的路，让我看到了希望。 

    夫妻同心 

    有了“压舱石”，才能吃好技术这碗饭 

    丈夫：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工务段职工 安天雷 

    2009年，我考入了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现山东职业学院）电气化铁道专业学习。爱人魏

文俊当时是我隔壁班的同学。2012年毕业后，我们都进入了南昌铁路局南昌供电段工作。 

    第一年上岗，我发现原来在学校学的很多知识都能用上，但这些知识更像是一个个“点”，

工作中得把它们连贯起来。同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学过的一些设备已经升级换代，技术手段

已经更新。所以，我们一边跟着老师傅多做、多练，一边不断自学新的知识技能。 

    入职不久，江西省举办了“振兴杯”第九届南昌铁路职业技能竞赛。我没拿到名次，爱人却

获得了第三名。这让我感受到压力，于是定下目标激励自己：我要用一年时间好好努力，在第二

年的比赛里获奖! 

    于是，我苦练技术，一有空就学习、背书。第二年比赛中，我进步很大，还代表南昌供电段

参加了第十二届南昌铁路职业技能竞赛接触网工决赛，荣获“江西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爱人

也获得了南昌铁路职业技能竞赛变电值班员决赛第三名，同时荣获“全局技术能手”“江西省技

术能手”等荣誉称号。我们俩一直互相鼓劲又彼此竞赛，成了段里的“冠军夫妻”。 

    现在，我也慢慢变成了师傅，带了两个徒弟。母校定期邀请优秀校友讲解、演示操作技能，

我也成了其中一员。看着徒弟和学生们慢慢从生手变得熟练，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 

    妻子：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供电段职工 魏文俊 

    铁路工作意味着常年在外面跑，很难兼顾家庭。我和安天雷找工作时很想到同一个供电段工

作，减少分离。刚好南昌供电段有合适的岗位，于是我们告别了家乡山东，来到江西吉安。 

    因平时工作表现突出，我被推荐参加江西省“振兴杯”第九届南昌铁路职业技能竞赛，获全

局第三名，这是单位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安天雷那年没得名次，他说绝对不能输给我，就这样

“较起了劲”。在学校时我们就常互相督促，这种习惯也延续到了工作中。 

    一般来说，学历和上升渠道有很大关系。如果是专科，转干、提干、评职称都会受到很多限

制。但我们单位在学历提升和选人灵活性上都尽量为我们争取发展空间，对我们接受继续教育、

自我提升非常鼓励。因为我技能水平比较优秀，破格获得了干部身份。 

    2015年 6月，安天雷被选拔为赣瑞龙线于都接触网工区工长。同年 9月，我担任于都牵引变

电所所长。如今我们的父母和孩子都来到了赣州定居，算是真正在这里安了家，生活有了奔头。 

    我经历了从技术岗到管理岗的转变过程，深刻体会到，即使是技术型工作，也需要多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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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技术专精的基础上拓宽发展空间。当然，丰富自己的知识、不断提升技能等级，才是吃好

技术这碗饭的“压舱石”。我和安天雷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选择了通往卓越的另一

条路。 

    专家答问 

    如何学、怎样干？为职教发展解困惑 

    培黎职业学院 2020 级多位学生：作为职业教育学生，在学习中缺少全局规划，理论基础不

扎实，实践课有时又跟不上现实发展。想通过高职类高考考取本科，难度也挺大。我们该如何设

定自己的成长路径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俞启定：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导致生产工艺快速提升，所以，技

能人才需要打好文化基础、具备一定的理论造诣。 

    职业教育的本质特色就是就业导向，它培养的应该是能胜任具体工作岗位的职业技能。无论

是哪一类技能，都需要在实践中经历由生到熟、由熟到精、由精到巧的过程，而在校学习时间有

限，往往只能打好基础，因此必须树立终身教育理念，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 

    职业院校的同学需要了解两方面内容：一是本校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习要求，二是对应企

业岗位的工作任务和员工标准，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学校和教师也应该在学生入学之初就开始进

行相应的教育指导，使学生在学习阶段避免被动和盲目。 

    江苏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加工中心班组副班长陈亮：技术工人评职称的上升渠道较为狭

窄，如何真正打通人才上升渠道？ 

    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刘志阳：一是要坚决“破四唯”，完善高级职称评聘办法，

将技术技能行业纳入评审范围，打通评审通道，让不同领域的高技能人才能参评。二是淡化学历

要求，将技能竞赛获奖情况、完成项目、技术报告、经验总结、行业标准等创新性成果作为职称

评审的重要内容，让技能精、学历平的高技能人才“评得上”。三是建立绿色通道，对为国家经

济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作出突出贡献，具有绝招、绝技、绝活，并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的高

技能领军人才采取特殊评价办法，让贡献卓著的高技能人才“评得快”。 

    培黎职业学院学生：求职过程中感觉到，所学内容相对宽泛，而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是高

专业性的，我们怎么应对？ 

    陈亮：工作中越来越要求知识面广、技能复合，感觉曾经学的知识和技能不够用。如何解决？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应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技能支撑是增强

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具体体现。职业技能是专业性的，但解决实际工作问题时对技能的要求又常常

是复合性的。由此引发上述两个提问，一个认为企业对人才有很高的专业性要求，一个认为工作

中更重视复合性技能，貌似矛盾，实际上并不冲突。 

    从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宽泛性看，职业院校教学要按照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要求进行。但是，科技发展的周期缩短导致职业呈现

复合趋势，因此，专业设置必须与产业链对接，不能指向过细过窄的单一岗位，而应面对岗位群

或职业群。例如，机械操作不只针对车工、铣工岗位，而应针对“车铣刨磨钳”+数控的“工业

机械工”岗位群，以增强学生的复合性技能。 

    从教与学的工具性和基础性看，职业院校教学应破解产业需求与教育需求“两张皮”问题，

构建学校育人与企业育人合作的“双主体”机制，摒弃存储导向与应用导向割裂的“二元论”观

点。在信息时代，应创新改进人才培养方案。例如，课程开发可突破传统的公共基础、专业基础

和专业课三段式，把工具性或平台性技能的应用作为公共课开设。 

    从教与学的一次性和多次性看，职业院校教学应整合“三条路”：以学校学习为主的正规教

育、以企业培训为主的非正规教育、以网络学习为主的自学等非正式教育。要突破企图通过一次

教育就能够应对未来所有工作的静态复合技能观，意识到面对社会发展，必须通过多次教育不断

提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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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微调查 

    职教专业哪类强？网友看好“经典实用型” 

    在广大网友眼中，职业学校中什么类型的专业更有出路呢？光明智库在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发

起小调查，428位网友参与投票。123位网友（28.73%）认为经典实用型专业最有就业前景，119

位网友（27.8%）认为应优先选择高新技术、战略型相关产业。选择“创新型专业”“新锐时尚型

专业”的网友分别为 14%、8.2%。选择“小众炫酷专业”的人数最少，仅为 2.4%。另有 18.93%

的网友认为，只要做到行业最好，就能路路通。 

    对于职业教育如何更好发展，网友“毛并毛要坚强”认为，“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扩招

等政策，更需要提升职业学校育人质量，提高技术工人的薪资待遇，完善职业上升通道”。一些

网友认为，虽然现在有了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但政策落实生效需要时间，应切实推动。此

外，网友认为提高从业者收入也是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