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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年前的自己相比，觉得最大的变化
是什么？

除了技能上的提升，还有交流表述上的
进步。我之前很内向的，现在身边的人都说
我发言的时候很自然很开朗。

你几乎和学生们同龄，会担心自己做老
师没威严吗？

最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学生们和我的年
龄的确相仿。年轻人交流起来会更方便嘛。

万一有学生觉得工业机械装调枯燥乏
味，做老师的该怎么办？

我们想了很多乐趣性的课题，就像比
如制作七巧板这样的游戏，还有一些有意
思的小玩意儿的制作，慢慢地引导学生就
会好很多。

现在正值招生季，很多学弟学妹即将面
临人生选择，你会怎样开导他们？

走学历路线和技能路线是完全不冲突
的，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的路才最重要。

Y

S

锐读周刊主编：陈申 编辑：王睿
美编：李学 王晓诗
版面版面：：李维华李维华

B1
20212021年年77月月1616日日

星期五

面
面
对对

扫码看视频

站在升学的岔路口
“我的信念很坚定，拿不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

宋彪的故事要回溯到四年前的2017年。在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首次参赛的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
生宋彪一鸣惊人，拿下工业机械装调项目金牌，以大赛
最高分从68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登上“世界技能的巅峰”，勇夺“金牌中的金
牌”——“阿尔伯特·维达尔奖”，成为首位获得该荣誉的
中国选手，也因此成为江苏最年轻的“江苏大工匠”。

世界技能大赛有着“技能奥林匹克”之称。颁奖典
礼上，宋彪手举五星红旗，从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
特利手中接过大赛唯一最高奖“阿尔伯特·维达尔奖”，
面向观众激动地连声呼喊“中国！中国！中国！”

此后，这一画面多次出现在了央视等各大媒体上，
宋彪也因此成为了“技能成就未来”的象征。然而，如果再
将时间倒推三年，最初进入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时，宋彪
并没有这么自信。“2014年，中考成绩出来，我的分数比普
通高中分数线只高了几分。”宋彪回忆，“父亲没有责备我，
只是跟我聊了聊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懂，我知
道父亲只是想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什么叫作责任。”

宋彪从小喜欢拆装一些钟表和小器械，暑假去爸爸
工厂帮忙时，他特别佩服那些技术工人，能利用手中工
具“变”出一个个漂亮的零件、组成一台台灵活的机器。
他决定选择上技校。“人生有很多选择，按照自己的兴趣
一直走下去，总能找到靠谱的路。”

得知儿子选择技校，宋彪的父母犹豫之后最终决定
支持。“爸爸期望我有责任、有担当，做一个对国家、对社
会有贡献的人。”

站在升学的岔路口，宋彪来到了江苏省常州技师学
院，就读于机械工程系五年制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第
一学期，宋彪成绩并不算好，从文化课学习转变到技能学
习，他一下子还不适应。于是，每天课后的下午4点到6
点半，他都会向专业老师请教问题，弥补知识空白；老师
下班了，他就把车间钥匙借过来，找机会反复操练。每当
做出一个新零件，宋彪都感觉新奇、兴奋，充满成就感。

“当时我的信念很坚定，拿不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

19岁时练出“老师傅”一般的手感
光凭手摸就能准确判断垫片厚度

在学校，宋彪并不算最出色的学生，但刻苦与勤学
却是独一份的。“宋彪参加的机械装调项目，要十八般武
艺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焊接、车削加工、铣削加工
……每一项都要精通，装配调试可以说是对‘全技能’的
培养。”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教师杭明峰介绍，从技能
素质而言，也许宋彪不是最出色的，但他无疑是最能吃
苦的那一个，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时，正值暑假，宋彪经
常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在车间里苦练，脖子被电弧灼
伤了，我叫他回家休息一个星期再来，但是他就擦了点
药，硬是带伤坚持训练了1个月。”

“在一年多的备赛时间里，教练布置的每天训练任务
都是8～10小时，但是我每天都给自己多加两个小时的
训练量，由于回宿舍太晚，连宿管阿姨都认识我了。”那时
候的宋彪只有19岁，但却硬生生练出了“老师傅”的手
感，“比如用锉刀加工零件，需要做出一个平整的圆弧，
非常考验手的平衡度，我差不多练习了一个学期。再比
如练习手枪钻钻孔，一共十几个尺寸，为了保证精度，每
个尺寸我每天都要练习三四十个，每周练习两三天。”

如今，随便哪个尺寸的钻孔，宋彪都可以一遍成功，

这个水平，一般的技工很难达到。后来在选择垫片时已
不需要量具，他光凭手摸就能准确判断厚度。

苦练之外，宋彪还有超乎常人的细心。记者注意
到，宋彪的操作台上，各种工具的摆放总是井井有条。

“这是我向其他选手‘偷师’学来的。”宋彪告诉记者，在
一次技能比武中，自己注意到，另一位参赛选手在时间
效率上比自己占有优势。“后来我发现，他的所有工具都
摆放得特别整齐，每用完一件，都会摆回原处。”通过总
结，宋彪得出结论，整齐有序的工具摆放，对于操作中效
率提升有着很大帮助，于是，他在自己的工具台上也挨
个框出了工具的轮廓，每一项操作结束后，都会强迫自
己将工具摆回原位。

带着过人的毅力和“处女座”一般的细致，宋彪最
终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国家集训队胜出，成为代表国家
出战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项目的唯一
正式选手。

毕业留校，他选择成为一名老师
“我想带领更多的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在阿布扎比的决赛分4天进行，选手需要在20个
小时的比赛时间里制作并调试一台脚踏式净水器。前3
天，我完成得很顺利，但第4天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裁判走过来说，前一天的计时出了问题，中国选手
少计了半小时。我暗暗告诉自己，要静下心重新计划，
保证完成进度，虽然比别的选手晚半小时开始，但凭借
扎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装配技能，还是率先完成了比
赛。”惊心动魄的过程，被宋彪概括得简洁利落，“比赛
中，我用4天的时间做出一台净水器，净化出来的水看
起来很干净，当时我尝了尝，觉得水真甜。”

成为世界冠军后，宋彪被江苏省政府授予各种荣
誉，记个人一等功，认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晋升高级
技师职业资格，并被授予“江苏大工匠”称号。荣誉袭
来，很多人觉得实至名归，他却格外谦逊冷静：“这说明，
技能成才这条路，我选对了！接下来，我要踏实走下去，
用自己的努力阐述工匠精神、践行技能之梦！”

许多企业向宋彪抛出橄榄枝，但宋彪坚持留校任教，
成为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最年轻的教师。“我觉得对于国
家来说，长期来看，是需要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技术性人
才，所以我想以教师的身份去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以技
能报国，去带领更多的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拥有丰富比赛经验的宋彪，总是毫无保留地把参赛
经验融入到常规教学中，帮助学生少走弯路。学生们都
说，宋彪更像一个邻家大哥哥，24小时手机开机。学生
张维钰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技能，成为了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项目的一名选手。比赛前几天，因
为紧张，曾出现心不在焉的状态，一步三错。“我非常理
解他的状态，我也是从比赛过来的，选手不可能每天都
像打鸡血一样。”为了帮助张维钰调整比赛状态，宋彪特
地搬到了张维钰的宿舍，和他一起住。

在宋彪和教练组的帮助下，张维钰很快从备赛的紧
张中走出来，恢复了正常的训练状态。2019年8月，在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张维钰最终荣获工业机械装
调项目铜牌。

不论是什么身份，“工匠精神”总是贯穿始终。宋彪
坚持，要让工匠精神渗入每件产品、每道工序，“差不多就
行”的心态要不得。“每个零件做到75%的合格率已然不
错，但这还远远不够。唯有提升到95%至100%，才能使
一个零件在部件的组装中更好使用，延长发动机的使用
寿命。在他看来，“工匠精神”不仅要求刻苦钻研，一丝不
苟，更是需要做好日常每一件小事，并且坚守到最后。

最年轻的“江苏大工匠”宋彪：

拥有精湛的技能
一样可以让生命熠熠生辉

7月15日，在江苏省首届技能嘉年华活动上，来自江苏省常州技师学
院的年轻教师宋彪作为技能人才代表宣读技能成才、技能报国倡议。此
时，距离宋彪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过去了四年。当年那个站在
世界技能巅峰，大喊着“中国！中国！中国”的自信男孩儿，已经成为了沉稳
的“技能前辈”，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在招生录取季里迷茫的学生：拥
有精湛的技能，一样可以让生命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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