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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基础起步到代表中国夺得金
牌，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鲍芳涛经历了
2000多个日夜的努力练习。

2017年，鲍芳涛考入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装饰专业。那一年，学长崔兆举获
得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
的金牌。鲍芳涛在互联网上看到他身披
国旗站上领奖台的视频，“当时我就想，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抱着一种朦
胧的憧憬，鲍芳涛加入了学院世赛中心
砌筑项目。7 年后，他成了那个站上领
奖台的人。

练就一种条件反射

很长一段时间，鲍芳涛都不懂砌筑
到底是干什么的。

世界技能大赛的项目介绍里说，这
是一个考验专注力、忍耐力、创新与极致
能力的项目，一般分为 3 至 5 个模块，从
选砖开始，有识图、放样、切割、砌筑、勾
缝、清洁等多道工序。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教练只是让
鲍芳涛用砖块垒起一堵墙，推倒，再垒起
另一堵墙，周而复始。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砌筑项目教练赵
祺这样解释大量重复训练背后的用意：

“虽然图案中特别难的部分可以借助计
算机辅助计算，但大部分时候需要选手
依靠本能——图纸一眼扫过去，哪个位
置该放多少砖，心里就该有个数。只有
大量去练、去悟，才能练就这种条件反
射。”

训练无疑是枯燥的。身边不断有
人放弃，鲍芳涛坦言“多少也会影响到
心态”。但看着学校里随处可见的对取
得世界技能大赛优异成绩选手的宣传，
看着学长们手握奖牌的样子，鲍芳涛咬
牙坚持了下来。2019 年，观摩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 5 进 1 考核后，鲍芳涛更
加坚定了信念——我要成为砌筑项目
中国选手！赵祺说他像变了个人，训练
更专注、眼神更坚决，“你能看得出来，
他每个动作都是按照比赛标准去完成
的。”

鲍芳涛白天需要实操 6 小时，右手

拿刀、左手拿砖，反复练习“一铲灰、一块
砖、一揉压”的砌筑动作，既要速度快，又
要砖缝均匀、砂浆饱满；晚上也不能闲
着，要绘图两个小时。有时他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脑子里仍在复盘训练时的
动作。

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

很多选手都提到，本次世界技能大
赛难度较以往更高。鲍芳涛所在的砌筑
项目也是如此——以往考题的砖量基本
在 580 块左右，但这一次提升到了 600
多块。比赛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对选手
的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所幸，赛前教练团队和鲍芳涛一
起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平时训练的砖
量在 600 至 700 块，所以这次砖量提升
对我来说不算大的挑战。”鲍芳涛告诉
记者。

比赛分为 3 个模块。鲍芳涛需要在
22 个小时内完成 3 个图案：分别是代表
着年份的“24”、里昂的特产红酒以及里
昂的英文字母“Lyon”。

“最难的是‘24’。”鲍芳涛说，数字
包括一个很大的圆弧曲线，对精度要求
很高，稍有不慎就容易“翻车”。

鲍芳涛在圆弧处理上是有过教训
的。2023 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
技能大赛上，有一个模块需要完成“天津
之眼”摩天轮。由于处理得不够细腻，鲍
芳涛最终仅取得第五名，险些无缘世界
技能大赛。

赵祺安慰他：“每个人一路走来都会
经历挫折。摔倒不是件坏事，重要的是
以后不要摔在同一个坑里。”赵祺特意把
那面失分的墙拍下来存在手机里，每次
大赛前以此提醒鲍芳涛。

站在法国里昂的比赛现场，鲍芳涛
又想到了那面墙。这一次，他没有摔倒。

最终鲍芳涛以最高分获得了金牌。
登上领奖台时，他还有些恍惚，“不是做
梦吧？”他偷偷瞟了眼身边选手的奖牌颜
色，心这才安定下来。

“真好啊，我真的代表中国拿到了
这块金牌。”鲍芳涛回忆当时心里的
想法。

把经验分享给更多同学

对于教练来说，鲍芳涛不算一个特
别省心的学生。“你知道他能做得更好，
可他总爱收着点力。”赵祺说。

如今拿到金牌，回过头来看，赵祺觉

得那更像是一种“收放自如”，备战的选
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长期训练带来的
伤病，但鲍芳涛没有。

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绝不是光靠
苦练就能造就的——赛场上的变数很
大，没有灵活的头脑、对技艺的深刻理解
和过硬的身心素质，绝不可能在全世界
顶尖技能人才中脱颖而出。

因此，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往往承
载了更多的期待。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
目裁判长雷定鸣在多个场合强调，比赛
不是唯一的目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成果
的转换，将比赛的标准、规则、技术充分
融入到行业与生产实践中，“比如什么样
的勾缝是好的、美观的？我们可以从比
赛项目中量化。通过参赛，学生可以积
累比赛经验，行业工人可以让操作更规
范，老师更可以将经验带到课堂上。比
赛的影响是深远的。”

截至目前，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世
界技能大赛上累计获得 3 金 1 银 1 铜 1
优胜，培养出了24位全国技术能手。“我
会好好梳理这些年的经验收获，分享给
更多和我一样热爱技能的同学，让他们
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已是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建筑工程系教师的鲍芳
涛说。

砌筑项目金牌获得者、浙江建设技师学院鲍芳涛——

“砖”家练就收放自如
本报记者 蒋欣如 通讯员 包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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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手，西餐烹饪冠军！”北京时
间9月16日凌晨，法国里昂第47届世界
技能大赛颁奖现场，阵阵掌声为康邦成
热烈响起。

这位来自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
西餐烹饪专业的“00 后”，用高超的西餐
烹饪技艺，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8名
评委，实现中国选手在烹饪（西餐）项目
上金牌零的突破。

回望为技能而战的奋斗之路，康邦成
说，今后想接力培养更多西餐烹饪专业学
生亮相世界舞台，还要开一家西餐厅，把
专业技能、比赛成果带到百姓餐桌上。

10分钟内完成6道菜

4 天赛程、总计 20 小时比赛时长，
在里昂赛场的每分每秒，对康邦成而言，
都是挑战。

烹饪（西餐）项目，需要选手依据比
赛现场提供的设备材料、食物清单及比
赛要求，完成菜单设计、菜品制作，考量
选手场地适应能力、烹饪技巧、食品安全
等综合职业技能。相比往届，本届赛事
还格外注重考量选手西餐制作速度和临
场应变能力。

“第一天比拼菜品精致度，第二天测
试厨艺知识储备，第三天评比做菜速度
和口味，第四天考验西餐烹饪基本功。
比如两分钟内分离 15 个鸡蛋的蛋黄和
蛋清，3分钟内完成手工打发蛋白，30秒
内将一粒蒜瓣切成25片⋯⋯”回忆起比
赛细节，康邦成说，这是他多年比赛生涯
中难度最高、最“磨人”的一次。

“本届赛事自带工具箱尺寸限定在
0.025立方米，这意味着80%菜品需要选
手纯手工制作；比赛时间和需完成的菜品
数量也有严格规定，总体难度可以说是国
内顶级比赛的三四倍。”有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当他们得知康邦成有个题目是“10
分钟内完成6道菜”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有限，我只能预估订单内容，

提前备菜。”凭借着丰富的烹饪和赛事经
验，预先将牛排煎至三分熟备用的康邦
成，接到挑战后沉着应对，最终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了两份牛排、一份鱼肉、一份鸡
肉三明治、一个奶酪吐司和一个素食三
明治的制作，获得裁判一致认可。

1个多月每天削菜40公斤

“好好上高中不好吗？为什么偏偏
要去烧菜？”康邦成还记得，自己正式学
习西餐烹饪后，家人和朋友对自己问得
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2002年出生的康邦成对烹饪的热爱，
从小就发了芽。小时候，康邦成和外婆一
起住在乡下，最喜欢看着外婆在院子里支
起蜂窝煤炉烧菜，“外婆总会顺手教我一两
道菜，我五六岁就会做蛋炒饭了呢！”

2018年中考后，虽然分数达到普通
高中要求，康邦成却生出了一个“叛逆的
念头”。在实地探访和深思熟虑后，即便

遭到爸爸的强烈反对，他还是决定报考
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专攻西餐烹
饪专业。

回过头看，康邦成的这一步走得很
成功。但他也坦言，当时心里是既激动
又纠结，“遵从了内心的想法，却也担心
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好。”

进入专业学习后，康邦成才发现，烹
饪特别是参与相关竞赛，不是光靠热爱就
可以支撑下去的。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康邦成几乎所有时间都得“杵”在烹饪操
作台前，对着食材凝神训练。

“做出了选择，就必须给自己一个交
代！”每次比赛期间，康邦成几乎把学校
当成“家”，从早上 8 时进入实训室一直
到晚上9时离开。即使是躺在床上疲惫
不堪，他的脑海中还是会不自觉来回“倒
带”，复盘白天训练的每一处细节。

在旁人看来，康邦成对西餐烹饪的
热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一次放学回家，康邦成背着一袋蘑

菇，手里拿着小刻刀，不知不觉削了一路
蘑菇。他曾在连续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
至少削掉40公斤土豆和胡萝卜，只为削
出完美的、符合世界技能大赛标准的橄
榄形装饰。

拉练足迹遍布七八个国家

世界技能大赛落下帷幕，但更多的
改变正在赛场外发生。

从普通爱好者到登上职业比赛最高
舞台，康邦成用6年多的坚持证明，技能
成才之路，是可行并且值得的。曾经，康
邦成爸爸是最反对他学烹饪的那个人，
知道成绩后，爸爸第一时间给了他一个
紧紧的拥抱。

鲜为人知的是，康邦成虽然主攻的
是西餐烹饪项目，却还额外进行了很多
看似不相关科目的研习。

为了让康邦成能更好适应世界技能
大赛的环境，古林职业高级中学专门在
集训基地模拟搭建了一个标准场地，还
为他配备了顶尖的教练团队，由基地主
教练邵泽东和国内外大咖组成了强大阵
容。为了掌握比赛的复杂规则以及相关
的技能知识，在日常烹饪技艺的训练之
外，康邦成还在体能、西餐礼仪、英语等
方面进行了强化。为了锻炼出康邦成过
硬的大赛心理素质，学校还专门为他配
备了心理辅导专家。

最近两年，康邦成为了提升技能，拉
练的足迹遍布七八个国家。康邦成在比
赛中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成功捧
回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荣耀。

已留校担任教师的康邦成说，国内西
餐烹饪职业技能人
才普遍短缺，希望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
历，扭转对职业教
育“分数低”“不体
面”的印象，“让大
家看到，职业教育
同样精彩!”

烹饪（西餐）项目金牌获得者、宁波古林职业高级中学康邦成——

做饭也能香喷喷
本报记者 李 灿 吴 越 王 波

“只要有一技之长，我们技工也
能为国争光。”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20 岁的宁波小
伙周烽获得建筑金属构造项目金牌，
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零的
突破。

5岁拆装儿童自行车

建筑金属构造项目，要求参赛选
手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设计图纸，选用
碳钢板、不锈钢板等材料，加工制作成
一个具有运动功能的金属模型。由于
涉及切割、打磨、焊接、装配等多道工
艺，建筑金属构造的从业者又被称作

“钢铁裁缝”。
周 烽 是 慈 溪 市 周 巷 镇 建 五 村

人，从小就对金属拆装感兴趣。母
亲沈娟娣回忆，儿子从小喜欢动手，
5 岁时给他买了辆儿童自行车，本来
是 让 他 骑 的 ，结 果 他 拆 了 装、装 了
拆，她还一度为此生气，现在想想那
时儿子展示出来的顽皮或许就是一
种天赋。

2019年中考成绩揭晓后，考虑到
自己在理科方面的优势，周烽选择了
慈溪技师学院的数控加工专业。他暗
暗立志，要成为一名掌握现代工业技
术的高级技工。

在学校老师眼里，周烽话不多但
勤奋努力，对所学专业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高一时，周烽担任了机械制图
课的课代表，参加了零件测绘兴趣小
组，埋头于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的
学习。

2020 年暑假，在班主任的推荐
下，周烽凭借刻苦的学习态度和出色
的动手能力，进入建筑金属构造兴趣
小组，并在半年后的考核中脱颖而出，
成为学校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
项目集训队成员。

为了能“看得准、切得直”，仅气
割、焊接等技术，周烽就练了整整一
年。“虽然教练演示过，但是气割的手
感，只能靠自己在练习中慢慢摸索。”
从 2 毫米的钢板到 10 毫米的钢板，他
一次次反复摸索。

焊接是比赛时考核的重点。手
要够稳才能将焊缝焊得漂漂亮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周烽曾练过很
长 一 段 时 间 的 单 手 焊 接 。 腰 部 发
力、腋下放松⋯⋯回忆起那段训练
时光，周烽依旧记忆犹新。“焊枪也
就一瓶矿泉水那么重，单手拿着并
不算沉。难在焊条很长，手臂必须
一直保持悬空状态。”半天练下来，
他的手臂肌肉常因持续发力而不自
觉地颤抖。

每天训练超12小时

在学校建筑金属构造集训队，经
历 4 年的努力训练，周烽熟练掌握了
钣金工、焊工、钳工、铆工等一系列专
业技能。

“学校采取梯队式培养，每年都会

新招入 20 个人，最后只留下两三人，
周烽在队内成绩始终处于前列。”慈溪
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
项目教练陈波介绍。

因为成绩突出，周烽先后在宁波
市、浙江省和全国的技能大赛中夺冠，
并于 2023 年 9 月成为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国家队队员之一。

切割、打磨、焊接、装配及CAD放
样绘图⋯⋯为了备战世界技能大赛，
在周烽的作息表里，除了吃饭和睡觉，
其他时间都是在训练，每天早上 8 时
到晚上 8 时集中训练，睡前时间则练
习电脑制图。

过去一年，周烽每天都在为建
筑金属构件项目中所要求的 0.5 毫
米误差而努力。周烽说，0.5 毫米误
差只有 10 根头发丝粗细，以他制作
的某金属模型为例，147 个零件组装
完后的高度、宽度误差都要在 0.5 毫
米以内。

想要达成这个标准，气割、剪切、
弯形等步骤必须严格把控，要点是眼
准手稳。在与教练陈波商量后，周烽
又主动将 0.5 毫米误差的要求提高到
了0.2毫米，并顺利达标。

凭着一股子韧劲，周烽在进入国
家队后的 16 次考核中，有 13 次获得
第一名。今年 3 月，周烽成为出征这
次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这 个 项 目 的 唯 一
选手。

比赛最后两小时最困难

回顾备赛时光，周烽说：“我掌握
了电脑三维放样、高精度尺寸控制等
技术，还掌握了激光切割、数控冲剪弯
和进口焊机的操作方法。随着训练的
深入，作品质量稳定提升。”

在连续 4 天、合计 23 个小时的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赛比赛中，周烽组
装出了一台具有三种活动功能的风
力发电机模型。凭借这个组装作品，
周 烽 最 终 夺 得 建 筑 金 属 构 造 项 目
金牌。

“比赛最后两小时最困难！”周烽
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已进入了模
型整体外观处理阶段，突然，裁判长通
知所有选手规则改了，模型所有连接
位置的孔，直径需从 10 毫米调整成
10.2毫米。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周烽心里咯
噔一下：“孔洞大小要调整，这是一个
难点，另一个难点是，孔洞调整后，对
于整个模型的高度、稳定性等都会有
很大影响，一旦操作不当，整个模型可
能就报废了。”

周烽及时调整心态，情绪稳定后
凭借熟练的技能，在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有惊无险地将所有孔洞尺寸调
整 到 位 ，顺 利 完 成 了 模 型 的 最 后
组装。

如今，周烽已接到了不少来自长
三角制造类企业的“绣球”。距离毕业
还有一年的他，目前更希望继续好好
学习技能。

建筑金属构造项目金牌获得者、慈溪
技师学院周烽——

误差在0.2毫米之内
本报记者 段琼蕾

浙江青年，登上世界技能之巅

鲍芳涛在砌筑“24”图案顶部圆弧部分。 鲍芳涛正在放样。

康邦成在世界技能大赛比赛中。康邦成在世界技能大赛比赛中。

周烽进行日常训练。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