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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观察濮阳代表队获 5 金 8 银 12 铜
�������本报讯 （记者 白国华） 4月 28
日，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我市圆满落下帷幕。 记者自河南
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颁奖现场

获悉， 我市选派的 132 名选手在
本届大赛 23个赛项中获奖， 共斩
获 5枚金牌、8枚银牌、12枚铜牌。

我市参赛选手王昊杨、 刘海
燕 、顾红标 、贾亚超 、牟朝 、李军
虎、 刘颂杰分别获得服务机器人
（省赛精选）、互联网营销师（省赛
精选）、美发（世赛项目 ）、消防员
（省赛精选 ）、 新能源汽车智能

化技术 （国赛精选项目 ）赛项金
牌。

选手王治含、 郑欢欢、 姜一
甲、李方圆、杨蕾、王芃霏、郜林、
王启腾、 孔永昊分别获得货运代
理（世赛项目）、健康照护（国赛精
选项目）、美发（世赛项目）、美容
（世赛项目）、全媒体运营师（省赛
精选）、网络系统管理（国赛精选
项目）、消防员（省赛精选）、云计
算（世赛项目）赛项银牌。

选手王玉峰、 魏正旺、 孙嘉
睿、高倩、王志琪、马兵帅、刘明、

张荣、刘素苹、楚彦龙、石佳羿、王
博凯、孟雍分别获得 CAD 机械设
计（国赛精选项目）、CAD 机械设
计（世赛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
（世赛项目）、平面设计技术（世赛
项目）、汽车喷漆（世赛项目）、汽
车维修（国赛精选项目）、社会体
育指导(健身)（国赛精选项目）、时
装技术（国赛精选项目）、物联网
技术（国赛精选项目）、信息网络
布线（国赛精选项目）、移动机器
人（世赛项目）、建筑信息模型（世
赛项目）赛项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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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第二届职业
技能大赛赛场，随处可见让
人惊叹的绝活儿。 这些看起
来普普通通、跟我们没什么
两样的人， 只要一出手，就
展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一

面。 他们用精湛的技能，为
自己的事业赢得了无限的

上升通道。 在目前很多人感
叹稳定工作难找的情况下，
他们所掌握的技能，成为打
不破的“金饭碗”。

有技能 毕业不用发愁

此次比赛，来自濮阳的
美发选手顾红标和姜一甲，
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 4 月
25 日， 记者在美发现场看
到，姜一甲的比赛有不少人
围观，但他全神贯注投入到
比赛中，丝毫不受影响。

上届比赛时，姜一甲还
是濮阳技师学院的一名学

生 ，现在他已毕业 ，成为学
校的一名助教。 队友顾红标
和他一样，因为在河南省首
届职业技能大赛上的出色

表现，毕业前夕有着很多选
择，根本不愁找工作。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17 岁的学生蒋依帅， 这次参加的比赛项目是瓷砖
贴面。 蒋依帅告诉记者，贴瓷砖，听起来跟农民工
干的活差不多，但现在确实是一门职业技能，自己
很喜欢这个专业。 这次比赛，他以平顶山市选拔赛
第二名的成绩入围。 学校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
都是供不应求。 蒋依帅对将来毕业后找工作，也很
有自信。

记者在比赛现场采访了 20 多名学生参赛选
手，他们都表示，虽然上的是职业院校，但因为掌
握了技能，并不怕将来找不到工作。

有技能 不上大学也不愁没工作

现在的青年是否只有上大学一条路？ 河南省
剪纸行业最年轻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畅杨杨告诉

你，并非如此。
畅杨杨高中毕业时， 在高考中名落孙山。 但

是，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剪纸。 7 岁就跟奶奶
学剪纸的他，通过努力，在剪纸行业取得成功。 他
不仅成为河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而且还把剪
纸文化推向世界。 目前，他在网络上是拥有 30 万
粉丝的网红，国内外到处展演。 对他来说，谋生根
本不是问题，在挣钱谋生的同时，传承剪纸文化，
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此次比赛，还有很多像畅杨杨一样的人，靠着
技能，实现人生出彩。 代表濮阳参加木工项目比赛
的刘鹏伟，从事木工已有 20 多年。 一开始，他只是
农村的一名木匠。 而今，随着家居产业成为清丰县
支柱产业，刘鹏伟也成了“香饽饽”，不少企业向他
抛来橄榄枝。 他在做木工的同时，还被一家职业培
训学校聘为木工教师。

此次大赛，还专门设置了展示区。 全省 18 个
地市和不少企业都在展示区进行展示。 其中，濮阳
展示区的非遗项目———麦秆画， 由王氏麦秆画传
承人王华平来展示。 王华平的学历同样是高中，但
凭借在麦秆画上的突出表现， 他成为河南省民间
工艺大师， 中国民间工艺最高奖———山花奖的获

得者。 麦秆画的“金饭碗”，一辈子都打不破。

有技能 事业有上升通道

来自南阳代表团的木工项目参赛选手董建

国，干木工这行已有 30 多个年头。 他说，木工虽然
入行门槛不高，但若想习得真本事，确需下一番功
夫。 得益于老师的严格和自己的勤奋，董建国在木
工行业干出了名堂。2018 年，董建国从山东前往南
阳，成为南阳镇平县京翰红木工厂的一名技工，并
很快成为厂里的“大拿”。 今年年初，他还被厂里推
荐参加职业技能比赛，通过选拔，代表南阳参加河
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能参加这样的大赛，
以前想都没有想过。 ”董建国对现在的发展很是满
足。

身上有技能，事业就有平台。 这是记者在大赛
现场采访时的深刻感受。 濮阳吴越职业培训学校
美发教师张国强， 本来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酒店
管理，但偶然机会接触到美发后，就对美发产生了
兴趣。 通过勤学苦练，张国强的技术达到美发行业
的顶尖水准，多次获得省级、国家级荣誉，还以人
才引进的方式，被引进到濮阳技师学院当教师。

现年 59 岁、 和一批 00 后的孩子在场上同场
竞技的安阳代表团木工项目参赛选手王克伟，是
林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 家具制作大师
工作室负责人。 他 24 岁入行当木工，至今深耕此
领域已有 35 载。 王克伟特别崇拜百匠之师鲁班，
35 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技术的钻研和精进，最
终在木工行业干出了一番成就。 “我始终坚信一
点，有一门手艺就饿不着。 ”王克伟朴实的话语，说
出了技能的重要性。

戏曲联唱《出彩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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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跟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吉祥物“濮创创”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僧少琴 黄立 高崟人 摄

舞蹈演员用优美的舞蹈来赞颂各行各业技能精英。

银牌获得者王芃霏

闭幕式上文艺表演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