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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祁璟

　　10月14日，在西海岸新区中德
应用技术学校通用机电实训室，许
洪杰正在等比例缩小的全自动液压
冲压生产线上娴熟地进行着各种操
作。穿着工装的他，任谁看了都会认
为这是个已经干了好多年的熟练操
作工，很难将他与“大学新生”的身
份联系在一起。
  今年19岁的许洪杰老家在平度
市，2021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德应
用技术学校，经过3年的中职阶段学
习，目前是该校智能制造学院机电
技术应用专业的一名大一学生。2023
年，他接连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通用机电”项目二等奖，山东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用机电”项
目三等奖，青岛市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通用机电”项目一等奖、“液压与
气动”项目二等奖、“光机电一体化”
项目三等奖，还拿到了国家奖学金，
获评青岛市三好学生；2024年，他又
获评山东省三好学生。虽然许洪杰
掌握的技能和获得的荣誉足以让他
在毕业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但
在他的心里，这并非是自己奋斗的
终点，而是接受更高挑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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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许洪杰初中毕业后考入
中德应用技术学校。凭借刻苦钻研的
劲头和优异的成绩，他很快被老师推
荐参加机电技能小组选拔。“我们的选
拔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很高，参加
选拔的学生首先要具备优秀的思想品
德，其次要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动手能
力，当然具备这些还不够，还要对专业
感兴趣，毕竟兴趣才是学习的最大动
力。”许洪杰的专业课老师、同时兼任
大赛辅导工作的荆建军说，“许洪杰平
日里的表现让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
刻，选拔学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
了他。”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的比赛时长少
则三四个小时，多则七八个小时，所以
在比赛过程中，对选手的技能水平、知
识储备及体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为了
提升操作技能、增加理论知识储备，许
洪杰自加入机电技能小组伊始，就开
启了“宿舍-食堂-机电实训室”三点一
线的学习生活模式，只要没有特殊情
况，他每天都会在早上七点准时到达机
电实训室，晚上九点多才回宿舍休息。
　　除了勤奋，许洪杰还有一个不能
打破的做事原则，那就是“今日事今日
毕”。“如果哪件事当天没做完，我心里
就不得劲儿。”许洪杰说。这样的“轴”
劲，不仅让他无论干什么都有始有终，
而且综合能力也得到突飞猛进，为他
后 来 取 得 优 异 成 绩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础。

　　题目复杂、题量大一直都是职业
学校技能大赛的特点，无论市赛、省赛
还是国赛，基本上很少有选手能够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初学时，往往一套要
求三四个小时完成的题目，许洪杰和
搭档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
经过反复练习，到最后他们可以每天
做完两三套题目。
　　为了提高许洪杰和搭档的心理素
质，荆建军还会让其他同学在他们做
题的时候进行围观，提高他们的抗干
扰能力。
　　“印象最深刻的是2023年5月进行
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我们参加
的是通用机电项目，从接到比赛通知
到参加比赛，只有18天的准备时间。因
为那次大赛采用新的比赛规则，没有
现成的设备可用，我们等于从零开始
学起。那段时间，荆老师带着我和师兄
张振涛没白天没黑夜地做着各种赛前
准备，基本上吃住都在实训室内。”许
洪杰说，上了赛场，7个小时的比赛过
程中，他们要完成机械安装、PLC编程
与调试、各类设备的安装调试、视觉识
别系统的构建、工业机器人的编程安
装与调试等众多题目，不仅考验他们
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水平，更考验他们
的体力和意志力。在比赛现场，作为队
长的许洪杰与搭档张振涛从制定计
划、明确分工，再到解决问题，尽最大
努力把能得到的分都得到，最终获得
了通用机电项目二等奖。

　　多年的努力，让许洪杰取得一个
又一个令人欣喜的成绩，但是对许洪
杰来说，还是有些许遗憾留在了赛场
上。“其实，那次全国大赛，我们的分数
距离一等奖仅差0.8分，但凡多接一根
线，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等奖了。”许洪
杰遗憾地说道。
　　赛场上的许洪杰，自信、拼搏、永
不服输；走出赛场，他做好“老带新”，
带着学弟学妹们学习设备操作、PLC
编程等实训内容，帮助他们解决各种
难题。“希望通过我的帮助，让他们以
后 在 赛 场 上 不 再 留 有 遗 憾。”许 洪
杰说。
　　“今年开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升级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比赛形式、时长及内容都发生了较大
的变化，只设比赛大类及赛道，不指
定具体题目、不指定设备，由选手设
立项目完成比赛。所以，这对我们的
学生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荆建
军说。 
　　许洪杰大二期间将要进入企业实
习，谈及现阶段及毕业后的规划，他
说：“现阶段我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
储备，这样我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
可以用所学知识解决更多问题，让我
的操作更加得心应手。至于毕业以后
的规划，我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进企业
工作、继续深造、报名参军……但无论
怎样选择，我都会全力以赴，努力成为
一名有一技之长的大国工匠。”

>>一股闯劲<<
努力争做大国工匠

>>一股轴劲<<
今日事必须今日毕

>>一股韧劲<<
废寝忘食备战大赛

▲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珠海街道全面落实就业
优先政策，持续完善供需对接机制，通
过“线上+线下”模式统筹做好用工招
聘、就业创业等工作，助力更多居民实
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去年9月，青岛市首家“就享家”乐
业服务站在珠海街道成立，街道以服
务站为依托，整合社区就业创业资源，
为辖区居民提供岗位推荐、免费技能
培训等精准化微服务。“就享家”乐业
服务站直播间同步开通，居民只需要

在抖音APP或微信视频号搜索“就享
家”乐业服务站即可找到直播间。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岗
位是电子厂普工、检验员，上长白班，
车间有空调，提供工作餐和住宿……”
在抖音直播间，主播王晓婷正在进行
岗位讲解。如今，通过小小的手机屏幕，
求职者就能在直播间了解企业概况、
薪资待遇等，直播带岗已成为珠海街
道促进就业的新选择。据介绍，“就享
家”乐业服务站直播间每两周开展一
次直播带岗活动。主播直播带岗的同
时，还为大家详细解读就业创业、人才
服务等相关政策。
　　街道还聚焦改革创新，在全区率先
打造“珠海街道就业直通车”小程序，打

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间的信息壁垒，实
现企业与求职者“零距离”接触。截至目
前，该小程序录入本地招聘企业5752家、
岗位6.2万个，平台浏览量达26万人次。
　　“加强线上就业服务的同时，我们
组织街道业务骨干、村和社区劳动协
理员等人员，在辖区47个社区、村居，成
立47支基层就业服务队，充分发挥这些
社区‘劳务经纪人’贴近群众、了解社
情民意的特点，通过拉网式摸排，开展

‘微服务’‘微招聘’‘微培训’等精准化
服务，打通覆盖全街道的就业脉络，助
力劳动者实现全龄就业。”王桂玲说。
　　珠海街道不仅帮着找工作，还着
力培训微技能，让居民好就业、就好
业。近年来，街道组织各村、社区滚动

式摸排居民培训和企业用工需求，建
立两张需求清单，把培训专列开进村、
社区和企业。今年以来，精准“滴灌式”
培训300余人。
　　珠海街道建立了社区就业联席会
议制度，以社区党组织为主导，联合辖
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汇聚促进就
业合力，打造就业共同体；同时，搭建社
区人力资源配置交流、就业指导服务
平台，开展订单式、定向式招聘服务以
及供需对接活动，进一步扩充微组织。
　　下一步，珠海街道将深入推进稳岗
位、提技能、促创新等就业服务工作，实
现就业服务的全面化、精准化和高效
化，把“就业强街”的成色擦得更亮，为
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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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打通就业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