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甘皙

E-mail:grrbnmgzk@163.com

动态·纵深 2024年 11月 1日 星期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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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行业首次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开赛，5个赛项 401名建筑工人大显身手——

“匠心，就是踏踏实实把事做好”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李阳

“她们领到工资后特别开心地来告诉我，

我也像自己领到了一样高兴！”10月 29日，来

自辽宁省阜新市宏远职业培训学校的家政学

员，告诉培训师张玉荣自己今年挣了 11 万

元，这让张玉荣也感到十分欣慰。

从 2010 年接触家政服务行业以来，张玉

荣陆续拿下近 10 本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

能证书。成为培训师后，她还为“工会帮就

业”行动贡献了大量的经验和培训知识，燃起

家政再就业者的“希望之光”。

为强化技能勤学苦练

14 年前，张玉荣还在医院从事月嫂工

作。“同病房的家长第一次给宝宝喂配方奶，

但宝宝喝得特别少，而且哭泣的声音微弱，口

鼻周围颜色发青，呼吸时鼻翼扇动。”凭借经

验，张玉荣认为宝宝的情况可能属于肺炎征

兆，建议家长去急诊找儿科医生。后来，宝宝

被诊断患有吸入性肺炎，由于发现早，很快就

治好了。

这件事让张玉荣对月嫂的职业定位有了

新思考：仅凭个人的力量，只能服务有限的家

庭，如果把月嫂经验传授给更多姐妹们，就能

惠及更多家庭，让更多宝宝得到专业呵护。

自那以后，张玉荣开始学习更多家政知

识，买书苦读，看不懂的就上网查资料，找视

频跟着学，前往多所家政学校学习实操技能，

还专门去内蒙古鄂尔多斯听课。几年下来，

张玉荣相继学习了高级催乳、科学月子餐、早

教、小儿推拿等课程，考取了 10 本职业资格

证书和职业技能证书。

2013 年，学有所成的张玉荣来到刚刚成

立的宏远家政，与企业一起打拼、成长。2014
年，阜新市总工会举办“振兴杯”职工技能大

赛，张玉荣从百余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荣获

家政组冠军，被授予阜新市劳动模范称号。

她不仅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还如愿应

聘为宏远家政的培训讲师。

为学员开展免费技能培训

担任培训讲师后的张玉荣，面对的学员

来自城乡各地、各行各业。“有一个学员原来

是鞋店老板，本人性格十分开朗而且聪明能

干，但是第一次上户期间不太顺利，就产生了

自卑心理。”经过张玉荣的耐心劝导和安慰，

学员逐渐找回了自信，终于坚持了下来。

2019 年，张玉荣和企业员工一起加入工

会组织，成为阜新市第一批加入工会组织的

家政从业者。2020 年，阜新市总工会培养创

建了阜新市首个聚焦家政服务类技能创新与

人才培养平台——阜新市宏远职业培训学校

张玉荣劳模创新工作室。近年来，阜新市总

工会委托宏远家政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群体

等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张玉荣带领创新工作

室成员和教师团队倾囊相授。

不仅培训学员技能，还要开阔他们的视

野。为此，张玉荣开始带领学员参加各个级

别赛事。在 2020 年辽宁省巾帼家政服务职

业技能大赛上，前 10 名获奖学员中有 7 名都

是张玉荣的学生。刚刚落幕的辽宁省托育职

业技能竞赛中，代表阜新市参赛的宏远家政

团队由张玉荣带队，张玉红、白晓彤等 3名选

手荣获团队三等奖。

培养更多高精尖人才

每一位学员手把手教学，一个母婴服务

注意事项、一个关键动作总是不厌其烦地重

复很多遍，不学会不出课堂、不熟练不可入

户。正是如此严谨的态度，张玉荣的学员在

入户服务过程中好评不断。

月嫂周春红原本在一家食堂工作，由于

丈夫生病、孩子还要上学，每月千元的收入难

以为继。2015 年，周春红来到宏远家政，张

玉荣耐心地教她家政技能，带她上户。近 10
年来，充满爱心又勤劳能干的周春红已成长

为一名金牌月嫂，每个月有 1.5 万元的收入，

凭实力给家人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我们为有从事家政服务行业意向的就

业群体提供培训、考证、输出、就业一条龙服

务，帮助他们掌握技能、加快致富步伐。”成为

家政讲师 10年来，张玉荣和团队共开展家政

培训 300 余场，培训学员 1 万余人。截至目

前，近 7000人已在家政行业就业创业。

近年来，在阜新市总工会的支持和帮助

下，张玉荣和团队坚持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

动和传帮带作用，培养了一批集操作经验、管

理经验于一身的高精尖复合型人才。“培训一

个人，温暖两个家，幸福更多家”是张玉荣挂

在嘴边的话，也是她把优秀经验带给更多人

的梦想。

辽宁阜新的培训师张玉荣和其团队，致力培养高精尖人才

家政学员不学会不出课堂、不熟练不可入户

住房城乡建设行业首次国家一类赛开赛，砌筑工、钢筋工、防水工、管工、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员共聚一堂、比拼技能。他们也带着在比赛中的收获回归岗位，进一步精进

技能水平，提高建造质量。

陈曦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一名外卖小哥欲骑车进入湖

北武汉某公园送餐，却遭到该公园多名工作人员殴打。

从商场、小区到公园，外卖小哥被困在送餐的“最后100

米”，已非新鲜事。今年7月，武汉一名外卖小哥进入某小区

时未配合登记，被小区保安以长柄工具锁住脚踝；6月，甘肃

兰州一小区物业员工使用电警棍威胁外卖骑手，被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门难进、车难停、楼难上”，道出了多少心

酸与无奈。

这些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外卖骑手工作环境的关注，更

触及了行业规则与城市治理的深层次议题。类似事件中，

冲突双方并非简单的“谁对谁错”：对于外卖骑手来说，如果

无法准时将餐食送到指定位置，可能会遭到顾客的投诉；对

于安保、物业等配送链末端的工作人员来说，禁止非机动车

进入也是履行职责，为了保障秩序与安全。这场角力中，双

方各有苦衷，我们除了呼吁“多一些理解，少一点冲动”之

外，更需要从公共管理的层面加以思考，从源头化解矛盾。

如今，外卖骑手已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各方

开始意识到，堵不如疏。例如，国内已有一批城市在探索

“骑手友好型社区”，不仅尽可能地为骑手配送“敞开大门”，

而且配备了充电柜、引导牌、专属停车区，方便骑手送餐的

同时，也减轻了物业管理压力；有物业企业和外卖平台合作

研发“骑手友好社区”通行解决方案，当骑手进小区时可一

键登记，从扫码到通行仅需数秒；一些高校纷纷设立外卖驿

站，这样骑手可从驿站马路一侧投递外卖，师生可从靠校园

一侧领取外卖……

此类争端时有发生，外卖平台也应当重视。精密的算

法虽然提高了配送效率，但也使得骑手整日“与时间赛跑”，

面临较大的配送压力。因此，平台应持续优化规则，让算法

有温度，从而更好地保障外卖骑手的身心健康，着力改善他

们的工作环境。

每一个努力奔跑的奋斗者，都应当被尊重。打通外卖

配送“最后100米”，需政府部门、外卖平台和公共场所运营

者相向而行，也需要外卖员、消费者、安保人员换位思考、群

策群力，从而更好地兼顾各方权益，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

大公约数，避免“进门之争”再次上演。

打通外卖配送“最后100米”
需要多方同向而行

本报记者 时斓娜

定位、抹浆、砌砖，兼顾缝隙美观，诠释了

砌筑既要速度，也是细活；在碰撞的叮当声

中，一条条钢筋经过调直、连接、锚固，成为建

筑的“骨架”……10 月 27 日至 28 日，2024 年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住房城乡建

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安徽省合肥市开赛。

本届大赛是首次面向全国住房城乡建设

行业举办的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也是规

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技能水平最高的一次

行业技能大赛。401 名选手从 5.3 万余名参

赛选手中，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站上决赛

舞台。

赛场之上，他们是砌筑工、钢筋工、防水

工、管工、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员 5 个赛

项的佼佼者，凭借多年经验积累大显身手；赛

场之外，他们日复一日在工地挥洒汗水，一座

又一座高楼在他们手中拔地而起。实实在在

的技艺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让他们走

技能报国之路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

点滴积累练就一流技艺

在本届职业技能大赛上，同台竞技的既

有 90 后，也有从事建筑行业几十年的老师

傅，而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打磨技艺是他

们的共同点。

从 18 岁入行到如今 48 岁，人生的 30 年，

砌筑工刘凤明都与工地为伴。“参加了全国赛

发现选手水平都很高。”10月 27日下午，刚结

束砌筑工比赛的刘凤明“松了一口气”，和记

者说起了参赛感受。

“就是干活干得比较板正吧。”对于被选中

参加比赛的理由，刘凤明谦虚地说，“我们也没

有时间专门练比赛，都是在工地上干活攒下的

经验，这些年来盖起的大楼，数不清了。”

和刘凤明一样靠经验积累练就一身技艺

的，还有获得钢筋工比赛第一名的张发。张

发不善言辞，“坚持”两个字是他想了很久总

结的诀窍：“毕竟是谋生的手艺，这么多年一

直没把这个活儿放下。”

从秦砖汉瓦到智能建造，从传统建筑工

匠到现代化产业工人，无论时代、工种如何变

换，对技能人才而言，熟能生巧都是制胜法宝。

1994 年出生的钱海峰，是本次比赛中年

龄较小的选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

他，在工作后的 5年里，越发感受到了信息技

术对当下建筑行业的重要性。

“BIM 将建筑设计从二维图纸升级到三

维模型，能够实现可视化协同设计，避免了施

工中由于不同环节设计冲突导致的拆改问

题。”钱海峰说。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对着电

脑建模。”谈及获得 BIM 技术员比赛第一名

的秘诀，钱海峰表示，无他，唯有勤学多练。

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

在紧张激烈的氛围中，选手们专注操

作、有条不紊，赛场上砌筑起的一砖一石、焊

枪激起的阵阵烟雾，既映照出建筑工人的日

常工作状态，也让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得以

具象化。

“防水就好比是建筑的‘一把伞’。”获得防

水工比赛第一名的付羊羊认为，打好这把“伞”

对建筑工程来说格外重要。“哪怕只有一个点

漏了，也会影响使用，与其重新维修，不如一次

性完成新建，因此工作中必须认真、仔细。”

2011 年，付羊羊在工地上接触到防水工

作。“刚开始做小工，工地没活儿的时候就拿

着焊枪练焊接，先练直缝，再练细部节点，如

何掌握速度、温度，怎么保证不漏水，一点点

摸索。”付羊羊说，防水看似简单，想要做好却

并不容易，自己从小工练到大工，用了七八年

的时间。

“一件事看似到头的时候，其实还没到

头。”这是付羊羊从事防水工作十几年来的体

会，“可能一个很复杂的项目处理好了，但全

国还有那么多项目呢，不论是技能的提升还

是经验的积累都没有尽头，总有新的工程、新

的挑战。”

质量追求精益求精、技艺力达尽善尽

美。赛场之外，建筑工人们日复一日作业，在

看似枯燥费力的重复工作中，把平凡工作做

到极致，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

“榫卯结构胸怀数，上下左右自然熟。”在

大赛同期举办的古建筑工技能展示交流活动

现场，68 岁的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万桃元带来了自己设计的吊脚楼的比

例模型，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他练就了图样“不

在纸上，而在心里”的绝活。

万桃元一边向记者展示着他从业 50 多

年来总结的技艺歌诀，一边用朴实无华的话

说：“要问我对匠心的理解，那就是踏踏实实

把事做好。”

以赛促学培育技能人才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基石。强化

日常学习培训，并通过高水平技能比赛形成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氛围，对技能人才的

培养尤为重要。

采访中，参加本届职业技能大赛的多位

选手都提到，赛前的系统性培训对他们在比

赛中的理论和实操有很大帮助。不仅如此，

本次大赛中，还有不少“科班出身”、经过系

统学习培训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身影。

“经过专业培训的优势就是做项目的时

候上手比较快。”2001 年出生的张凯毕业于

上海市西南工程学校，他认为，在校学习不

论给工作还是比赛都打下了一定基础。不

过，张凯也坦言：“职校培养应该更立足于应

用，这次参加比赛遇到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

傅，感觉到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近日，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印发，要求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深入开展劳动和技

能竞赛，不断激发产业工人投身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本次职业技能大赛防水工赛区裁判

长胡骏看来，这样的行业大比武为建筑工人

搭建了一个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平台，将

竞赛收获到的荣誉以及经验带回到工作中，

将有助于劳动者个人及其所在建筑团队的

发展。“比如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职工创新

工作室等，都可以带动团队、公司员工进一

步精进技能水平，提高建造质量。”胡骏说。

10 月 28 日，本次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

幕。当天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们纷纷

踏上返程之路。他们将在当日或者次日紧

锣密鼓地回归到日常工作中，为中国建造继

续添砖加瓦。

世界最高电压等级换流站

“体检”迎峰度冬

贵州劳务协作站三级联动服务打工者
本报讯（记者李丰 通讯员韦倩）“你们

的善良和热情让我感到温暖，你们的建议和

指导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前段时间，贵州

省驻佛山市南海区劳务协作工作站收到一

封群众感谢信。

这是贵州省黔东南州丹寨县务工人员

李明文寄来的感谢信，通过劳务协作站的帮

助，他顺利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电子科技公

司找到工作，并且成功申请到一次性稳岗补

助政策补贴 2000元。

贵州是外出务工大省，全省约有 600 万

农村劳动力在省外务工，外出务工工资性收

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占整个家庭可支

配收入的 40%以上。做好跨省务工农村劳动

力就业工作，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社会

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年以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六六就业稳岗计

划”，围绕为外出务工群众做好服务的目标，

坚持边调研边推动工作，全力推动外出务工

服务一张网建设，形成“省级劳务协作工作

专班”牵头抓总，“省级总站+市级分站+县级

工作站”三级联动服务体系。

目前，贵州驻外劳务协作站共计 136个，

积极开展走访企业、岗位推荐、返乡返岗、政

策咨询等服务。今年以来，全省劳务协作站

累计收集有效岗位信息 10.61万条，联系省外

企业 5578 家，通过“12333”外出务工农村劳

动力服务专线，为外出务工人员处理维权、

求职、政策咨询等事项 10894 件。依托贵州

政务服务网“贵州人办家乡事”平台，累计办

理政务服务事项 29623件。

近日，昌吉-古泉±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受端站——安徽宣城古泉换流站
迎来“体检”。840多名电力检修人员进行集中检修，有序开展37个作业面共计6530余项工
作，为电网顺利迎峰度冬打下坚实基础。该输电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距离
最远、输送容量最大的输电工程。

图为10月29日，电力检修人员对古泉换流站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新华社发（郑贤列 摄）

“靓发屋”助力妇女创业增收
本报讯（记者吴铎思 通讯员刘雪梅 樊凯）日前，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靓发屋”成果展示活动暨创业联盟启动仪式在库

车市举行。阿克苏地区 5位“靓发屋”项目受益人来到活动现

场，讲述她们的创业故事。

沙雅县努尔巴格乡“靓发屋”受益人米合日古丽·艾合买

提说：“我会好好经营‘靓发屋’，通过自己的双手，让姐妹们变

得更加漂亮，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足。我将更加积极主动

为困难妇女儿童提供志愿服务。”

“靓发屋”项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实施的一项公

益项目，目前阿克苏地区共建有“靓发屋”323 个，其中，2024
年初浙商女杰企业发展联合会捐赠 60 万元支持援建 40 个。

在项目带动下，广大妇女转变了就业择业的观念，带动就业

1672 人，人均月收入达到 3000 元~5000 元。该项目除了免费

配备美容美发设备和用品，还对项目受益人进行免费培训。

库车市将“靓发屋”项目作为妇女就业创业一项重要内

容，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市场开拓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

了项目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目前，库车市已建成运营“靓

发屋”48家，不仅有效解决了农村妇女就业的问题，还带动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

库车市哈尼喀塔木乡琼协海尔村“靓发屋”受益人比力克

孜·艾合买提说：“我是 2023年 3月享受了该项目 1.5万元的美

容美发设备补助，参加了杭州举办的职业技能培训，学到了好

多新的技能，我希望通过努力，带动身边的姐妹一起赚钱，让

生活越来越好。”

发展中药材产业 促进村民增收
10月 29日，在广西柳州市鹿寨县拉沟乡，工人在中药材

种植基地里装运刚采摘的吊瓜（无人机照片）。
连日来，广西柳州市鹿寨县拉沟乡近3万亩中药材陆续

进入采收期，各村农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工人进行
采收、加工。柳州市鹿寨县拉沟乡地处山区，森林覆盖率高，
当地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村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