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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7岁的吴春桥入职中国一
冶，在后勤木工岗位上给筑炉工们当帮
手，一干就是10年。

啥是筑炉工？吴春桥说，筑炉工其实
是工业炉窑砌筑工的简称，主要从事钢铁
厂各种热工设备耐火材料的内衬施工，与
炼铁的高炉、炼焦的焦炉、加热炉等打交
道。

1999年，公司转型发展之际，吴春桥
从自身兴趣爱好和长远发展出发，决定转
个工种，成为筑炉工。

做出这个选择时，吴春桥犹豫了很
久。一座冶金炉，高近百米，重上万吨，要
将七百余种规格的耐火砖紧密地拼接在
一起，形成一道可以阻隔上千摄氏度高温
的屏障，技艺要求高、肩负责任重。

坚定信心，吴春桥从零开始，以学徒
身份学习冶金炉建造技术。他苦练基本
功，不放弃任何一次实践机会，每天琢磨
砌筑操作中的各种技巧。凭着一股子钻
劲，短短几年他便成长为技术骨干，不仅
熟练掌握了各种炉型的施工技巧和方法，
还能够带领团队出色完成公司交办的各
种急难险重任务。多年在施工一线摸爬
滚打，吴春桥总结出了一套施工质量高、

砌筑速度快的操作技巧，被誉为“毫米级”
砌筑大师。

2007年，在武汉市第十五届职业技能
大赛工业筑炉工比赛中，吴春桥一举夺
冠。次年，他又在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第二
届职业技能竞赛“中冶实久杯”砌筑工决
赛中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2015年，随着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成立，吴春桥带领团
队以工程项目为载体，规范筑炉施工工
艺，积极开展技术攻关，为生产一线解决
技术难题，并积极开展练兵、培训、竞赛等
活动。2016年，技艺精湛的他参加由人社
部与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大能手》砌
筑比赛，勇夺冠军。2021年，他被人社部
授予“中华技能大奖”，成为“中华技能大
奖”设立以来首位筑炉领域获奖者。

今年，身为“湖北工匠”的吴春桥光荣
入选2024年首届“大国工匠”培育对象。
目前，他已走进训练营继续深造。

回首30年来的经历，吴春桥感慨，个
人的努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
对高技能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作为一名
新时代产业工人，他将坚定秉持工匠精
神，永葆技能报国情怀，不断精进技艺，在
发展一线创新更多技术，解决更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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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之光、匠心筑梦”湖北省高技能人才分享会在武汉举办——

四段“不凡人生”见证技能成才之美
荆楚大地文化底蕴深厚，工匠精神代代相传，技能领域人才辈出。
追古溯今，从毕昇活字印刷到曾侯乙编钟敲响，从名震中华的“汉阳造”到蜚声全国的武

船、武钢“武字号”，湖北历来不乏追求极致的匠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强调要努力培

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深入实施“技兴荆楚”
工程，以“用”为导向推进新时代工匠体系建设，围绕现代产业体系广泛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为技能人才搭建起成长发展的新通道、脱颖而出的大舞台，让优秀技能人才站C位、立前
排，激励他们精进技艺、勇攀高峰。

伟大的时代造就人才，技能的沃土成就梦想。
新时代的湖北，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干一行、爱一行，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凭

着执着不懈的坚守和精益求精的钻研，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奋勇拼搏，用青春与汗水诠释和
传承着工匠精神，书写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不凡人生。

日前，随着第二届全省职业技能大赛再度奏响“技能之光、匠心筑梦”的荆楚强音，湖北省
高技能人才分享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四位中华技能大奖、“湖北工匠”、优秀世赛选
手等高技能人才中的佼佼者走上讲台，分享成功经验，讲述逐梦之路。源远流长的“工匠精
神”，在他们身上闪耀着光芒。

2020年，在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的木工基地，“00后”男孩贾京
的技能学习之旅悄然开始。

起初，他参加了学校技能大赛基
地的纳新活动。从木工的基础操作开
始，他锯木片、凿榫眼，一步步夯实基
本功。然而，这段路并不轻松，90多名
新成员经过数月训练，仅剩6人坚持下
来。“最初的训练枯燥无比，但我通过
制作小玩意儿找到了乐趣，比如鲁班
锁和筷子制作，这让我逐渐爱上了木
艺。”贾京坦言，正是这种苦中作乐的
态度，让他在木工校赛中脱颖而出，继
而在全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
第一名，并被评为“湖北省技术能手”，
备战国赛。

“备战国赛的过程让我深刻感受
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国赛准备阶段，
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选手交流切
磋，从江苏扬州到河南郑州，再到江
西，他的技术在交流中飞速提升。然
而，训练的强度也与日俱增，尤其是最
后一个月，每天的训练时间超过16小
时，但他始终坚持，甚至晚上做梦都在

想着加工细节。最终，在2023年的全
国技能大赛上，贾京凭借出色的表现
夺得金牌，成功入选国家队。

进入国家队后，贾京迎来了更为
艰苦的训练。他先后在武汉、江苏、江
西、广东等地进行集中集训，并在“五
进一”选拔中获得第1名，成为中国代
表团家具制作项目的选手。备战期
间，他参加了多次国际交流和模拟赛，
不断精进技艺。

今年9月，贾京随中国代表团奔赴
法国里昂参加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
赛。在强手如林的赛场，他顶住巨大
的心理压力，在家具制作项目中展示
了卓越的设计与制作能力，最终获得
银牌。

回顾自己的成长之路，贾京表示，
兴趣、勇气和坚持是成功的三大要
素。他从一个迷茫的高中生成长为站
上世界舞台的技能选手，靠的正是对
木艺的热爱和对信念的执着。“人生并
不是看你会不会，而是看你敢不敢。
只要敢于尝试并全力以赴，你就一定
能够实现目标。”贾京说。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曹博——

2000多天反复演练浇开梦想之花

2017年，当李夏薇怀着对烹饪的好奇
进入湖北经济学院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技能集训队。

在导师“湖北工匠”邹志平的课堂上，
她第一次听到世界技能大赛的故事，将烹
饪（西餐）项目确定为努力的方向。从一开
始连厨师服都穿不好，到在全国选拔赛中
进入国家集训队，李夏薇只用了3年的时
间，完成了从“小白”到专业选手的蝶变。

2023年，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烹饪方
向取消西餐项目，新增中餐项目。赛道的
突然转换，给李夏薇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她没有退缩，选择迎难而上。

“在中餐项目的备赛中，每一个菜品
都凝聚了教练团队的无数心血。从清汤
橘瓣鱼圆到创意酥点，每道作品背后都是
无数次试验和改进。”她回忆起备赛的经
历，至今仍对那些熬夜研究细节的日子记
忆犹新。每一道酥点的开酥尺寸精确到
毫米，每个橘瓣鱼圆的形状都要反复调
整。在这种精益求精的训练中，李夏薇不
仅提升了技艺，也磨炼了心态。最终，凭
借精湛技艺，她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烹
饪（中餐）项目中夺得金牌。

“恩师如灯。”李夏薇说，这些年来学

到的技艺和取得的成绩，离不开邹志平老
师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在邹老师的
身上，她深刻地感受到了技能的魅力和匠
心的宝贵。平时训练，队员们相互打分
时，只会看菜品的整体情况，只要不出大
问题、没有违规就觉得可以了。但邹老师
会非常认真地审看每一个模块的细节，装
盘是否一样、重量是否达标、餐盘是否干
净，并严肃提出问题。从食材的选择到烹
饪的火候，从菜品的摆盘到呈现的方式，
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邹老师常说：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李夏
薇的脑海中，督促她在每一次烹饪中都精
益求精。

在全国技能大赛上获奖后，李夏薇决
定留校任教，将技巧和经验传授给更多年
轻一代。

“因为学习技能，我有了一份高校教
师这样稳定的工作，享受到了很多优待。”
李夏薇说，这足以说明，年轻人靠技能立
业的时代已经到来，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
怀揣“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理想信念，沿着工匠前辈们指明的方向，
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努力前
行，成就精彩人生。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吴春桥——

30年匠心练就“毫米级”砌筑大师

2017年中考后，热爱电子技术的
曹博选择了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电子
信息技术专业。

入校后，学习能力突出的他加入
了学校大赛集训队，开始日复一日地
针对电子技术项目进行学习和演练。

“我最初因为兴趣选择了电子技
术，但枯燥的训练一度让我感到迷
茫。”曹博坦言，电子技术项目涵盖模
拟电路、数字电路及嵌入式编程等内
容，对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能力提
出了极高要求。在老师和学长的指导
下，他学着设定小目标，将每一次进步
都记录下来，从中找到乐趣，保持执着
与热爱。

技能大赛强手云集。7年前，初登
赛场的曹博接连失利。“第一次因紧张
导致操作失误，第二次又在比赛策略
上出现问题。”曹博说，在吸取经验教
训的同时，他了解到第45届世赛金牌
获得者梁攀用技能改变命运的奋斗故
事，更加坚定了他走技能成才之路的
信心与决心。

2000多个日日夜夜，曹博对标最
高水平，反复模拟演练，白天训练技

能，晚上总结经验，一心扑在训练上。
这期间，曹博顺利完成中职、高职学
业，并成为了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的
一名教师。2023年9月，他以总分第1
名的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并在国家
集训队世赛选拔赛中以总分第1名的
成绩拿到世界技能大赛入场券。

在备战世赛的过程中，为了适应
国际赛场的高压环境，曹博在团队的
帮助下，先后到北京、广州、重庆等多
地拉练，并进行了32次任务测评、6次
模拟赛及3次国际交流。今年9月，在
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
赛上，曹博凭借扎实的技术和稳定的
心态，不负众望摘得金牌，为国家赢得
了荣誉，实现了湖北省在电子技术项
目世界技能竞赛中的历史性突破。

获奖后，曹博选择回到母校，将自
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他积极参与企
业项目开发，将前沿技术和实际应用
相结合，帮助学生在全国各类技能比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他说：“回到母校
后，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优秀的技能
人才，为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贡献力
量。”

全国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李夏薇——

“烹饪女孩”追求极致的匠心传承
世界技能大赛银牌获得者贾京——

“木艺男孩”坚守初心的蝶变之路

近年来，当阳二高积极打造学习
型组织，全力培育健康向上、勇于进取
的教师团队，着力构建创新性校园，凭
借学习与创新的“双轮驱动”，有力促
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
令人瞩目的成绩。

当阳二高党委紧密结合学校文
化，勇于创新体制机制，大力强化校本
教研制度建设，精心打造学习型组织，
使教研工作深入人心，教育质量稳步
攀升。

同时，深入开展校本研修工作，精
心锻造了持续学习、自我优化的教师

团队，在课堂教学、课题研究、课程建
设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与创新，不断
构建起创新性校园。

学校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确
立了学校战略目标，凝练出独特的学
校文化，明确了学校的使命、愿景与价
值观，总结出学校发展的优势与特色
亮点。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学
校步入系统设计、自我反思、持续改
进、不断优化、循环迭代、整体提升的
良性发展轨道，校园风貌焕然一新，呈
现出一系列显著的积极变化。

（贺威）

当阳二高：“双轮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
近日，胡女士在襄阳医保服务窗

口递交了自己在上海某医院的住院报
销材料，工作人员通过“OCR智能识
别审核系统”，迅速完成了就医费用的
智能审核、报销，让胡女士及时享受医
保待遇。

OCR智能识别审核报销是指医
保经办机构在办理医保零星报销业务
时，使用高拍仪对纸质费用明细拍照，
将图像上传至OCR系统，通过智能识
别和医保目录的项目进行比对，实现
自动审核。医保人员在智能审核的基
础上，再进行人工初审和复审，确保审

核的准确性、统一性。
“OCR智能审核系统”推广以来，

襄阳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多次组织工
作人员参与操作培训并对审核系统进
行测试。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和
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医保费用零星报
销从“人工报销”向“智能报销”转变。

今后，襄阳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将继续立足“便民利民”服务宗旨，进
一步推动“互联网+”模式发展应用，完
善“OCR智能审核系统”功能，为参保
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保服务。

（路晶 崔玉勤）

襄阳OCR智能审核系统提升医保服务水平
“‘村网共建’电力便民服务真好，

原以为要一周才能办好的三相电接入
业务，仅3天时间就办好了……”近日，
恩施大峡谷风景区管理中心前山村村
民王晓林感激不已。

此前，王晓林到家门口“村网共
建”电力便民服务点咨询办理三相电
业务，国网恩施市供电公司沐抚供电
所网格员宗友泽，通过“网上国网
App”下单，线上提交办电申请，次日
供电师傅上门勘查，很快完成线路安
装并通电。

据介绍，供电服务“村网共建”，是

地方治理网格与供电网格共建的服务
模式，将乡镇供电所负责的供电服务业
务纳入属地乡镇、村社综合服务范畴。
国网恩施市供电公司总经理黄先俊介
绍，通过建立电力便民服务点，能精准覆
盖特殊群体，确保办电服务迅速响应、供
电服务全面覆盖、用电服务充满关怀。

同时，该公司构建起“1名党员+N
名网格员+N名供电服务社会监督员”
的“1+N+N”供电服务社会监督机
制。截至目前，今年已办理民众用电
需求857项。

（何厚英杨欢）

恩施市供电“村网共建”服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