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第46届世赛工业机械装调省选
拔赛冠军张宝文来说，这个项目称得上
是“大杂烩”。“考察一件机电类产品从零
件加工、产品装配，直到调整试车的整个
生产过程。涉及车铣加工、钳加工、焊接
加工、钣金加工、电气安装、液压气动、计
算机制图、机械装调及整机试车多个专
业，综合性很强。”

前不久，张宝文在给轴加工螺纹的
时候，由于训练赶时间造成尺寸偏差，螺
纹环规拧不到螺丝底，导致环规和自己的
工件同时报废。他坦言：“在小细节上毛手
毛脚，这是我接下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参加过两届世赛选拔，张宝文十分乐意正
视短板。“从前是用练习量来提升熟练度，
现在着重解决自身技术不足，每天训练发
现的错误，我都要及时改正。”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工业机械
装调项目的备赛选手们都集结在实训
室，进行本周的专项技能训练。今年20岁
的张宝文却成了其中的“大哥”。“世界技
能大赛56个项目中，绝大部分项目要求
参赛者年龄在22周岁以下。世赛选拔高
手如林，选手只有提早备赛才能提高竞
争力。”张宝文笑着说。

在本届世赛选拔中，张宝文还有一
名同校劲敌——— 第45届世赛工业机械装
调项目国家集训队第二名于瑞健，今年
19岁。作为上届世赛的备选选手，根据规
定，于瑞健可直接参加46届世赛工业机
械装调项目全国选拔赛。

在第45届世赛中，我省首次挑战工
业机械装调项目，于瑞健跻身全国三甲，
为山东实现了开门红，也为团队参赛积

累了经验。“前年备赛时，给一套加工图
纸，都不清楚重点的加工精度在哪儿，训
练只会跟着老师的步子走。经过国家级
强化训练，基本功打牢了，加工的零件也
多了，遇到问题不用老师提醒，自己也能
悟出来，现在着重进行自主设计训练。”
于瑞健说。

于瑞健是名“闷声干大事”的选手。
对此，指导教师陈博范也曾评价：“他最
大的特点就是沉着冷静，操作和性格一
样沉稳。”经过两年的淬炼与沉淀，于瑞
健希望自己能在本届比赛中更强一点，
做到“多说话”。“赛场上有些项目需要裁
判现场评分，我不叫裁判过来就会耽误
自己的比赛时间，叫的声音小了裁判还
听不见。比赛就是要去争，我想朝着第一
努力，就要更主动一些。”

淄博市技师学院学生夺第46届世赛省选拔赛4项冠军

电气装置3届夺冠，数控铣获新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一届，为世界最高规格技能赛事，国内各省选拔赛是第一波“海选”。在目前结束的

第46届世赛山东省选拔赛中，淄博市技师学院不仅继续蝉联电气装置、电子技术、工业机械装调三项目冠军，
还在数控铣竞赛中首次折桂，取得新突破。选手“养成”不易，如何从技能小白成长为大咖？听冠军与你说。

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选拔
赛中，淄博市技师学院在电气装置、工业机
械装调两个项目中继续保持上届选拔优
势，包揽两项目的前三名。据悉，省赛将选
拔各项目优秀选手组成集训队，省集训队
第一名将获得参战全国选拔赛资格。

1999年出生的孙忠旭是本次电气装
置省选拔赛冠军，此前也曾取得过第45
届世赛该项目省选拔赛冠军，已备赛3
年。“在第45届世赛选拔中，由于自身基
础知识掌握不到位，晋级省集训队后，当
时省第二名、校友郭晓捷进步很快，我却
提升缓慢。”上届省集训队考核时，孙忠

旭在线路设计和编程方面发挥失利，错
失晋级国赛的机会，这让他十分遗憾。

“郭晓捷对我帮助非常大。”孙忠旭说：
“郭晓捷取得第45届世赛电气装置全国选
拔第四名，晋级国家集训队进行强化训练。
我们俩人住一个宿舍，他回校训练时，晚上
还会与我分享细节处理和赛场经验。”

备赛期间，编程是孙忠旭的最大短
板。他提到：“原本看到题目不理解，编程
结束后功能就不对。今年中秋节前后，我
们三名备赛选手为理顺编程思路，3天熬
了2个通宵，从头开始梳理，碰到有分歧
的地方一起攻克。一年半的编程积累加

上强化训练，现在看到题目我就能理解
对，理解了我就一定能做对”。

“这是自第44届世赛以来，淄博市技
师学院第三次取得省选拔赛冠军，就选
手水平而言，大概率将代表山东出战国
赛。”作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电气装置
项目全国四强选手，任洪鑫2017年在淄
博市技师学院留校任教，成为参战第45、
46届世赛的重量级指导教师。他提到：
“学院目前有3位晋级省级训队的选手，
只有技高一筹、基础扎实、应变力强、心
态平稳的那一位，才能在省集训队中稳
住优势，获取参战国赛的入场券。”

2项目包揽前三名，电气装置领跑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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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淄博市技师学院18岁
小将闫文凯首次参战世赛数控铣项目省
选拔赛，以98%以上的加工准确率一举
夺得第一名，实现了学院参战世赛省选
拔赛冠军项目的新突破。对学院来说，取
得这份成绩着实不易。

“从4月份开始选拔训练，到11月底
比赛结束，中间休息不超过10天，训练
期间12点前没休息过。”今年24岁的王
天磊，在担任数控铣项目教练过程中发
挥了“狠”作风。他苦笑道：“对于近几年
的世赛数控铣项目来说，出题趋向于变
形件、异形件，工艺复杂，装夹难度高。
只有平时训练超过比赛的难度和强度，

拿第一才有底气。”
今年4月份，闫文凯首次接触数控铣

加工时，铝件和钢件都无法加工成型，作
品不仅表面粗糙，还经常过度切割。“我
从加工一个方台或者圆台开始练，在仪
器操作和保证工件质量上，基本功整整
练了两个月。”闫文凯介绍，6月份后，自
己一个星期练一套题，一套图纸干一周，
一周内必须把题目研究透彻。

“我做的每一套题都比上一套题难。
第一次加工完整的件，需要找正10余个
尺寸，而省赛需要找正40个尺寸。”闫文
凯说，一个方形工件有6个面，第3个面
加工很难。“面面都关联，加工的时候很

容易扭曲断裂，小心翼翼也很难确保将3
个面协调起来，需要手感、经验和技
巧。”

对于每天的高强度训练，闫文凯称
自己“痛并快乐着”，比赛获奖那一刻让
他感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学生对于一
些难干的件和简单的件把控不灵活。难
图纸怎么干，简单图纸怎么干，都有技
巧。接下来，我将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
能多的将技术知识灌输到学生脑子里。”
为确保学生能从省集训队中出线，进而
获得参战国家选拔的资格，指导教师王
天磊任重道远。

2000年出生的刘金锏即将迎来他在
淄博市技师学院学习的第六个年头。在
这里，他收获了一位驰骋在电子技术领
域的“山东省技术能手”、能带他“玩电”
的师傅罗成，还赢得了第45届世赛电子
技术项目全国第六名的荣誉。

父亲是电工，电线和螺丝刀是刘金
锏小时候最常接触的东西，来到学校后，能
深入了解自己相伴多年的“老朋友”，少年
表现出了超高的兴趣。机电工程班的班主
任就将当时15岁的少年推荐到了同校教师
罗成的门下，给他当“内门弟子”。

“他看到一些东西就想拆开看看里
面的原理，很努力上进，不是那种拖拖拉
拉偷懒的孩子，平时做一些电子类产品，
都很积极地去参与。”指导教师罗成看刘
金锏，仿佛里面藏着几分自己当年的影
子。“备战第45届世赛前，我跟着罗老师
对电脑进行过拆装，也自己买了配件组
装过跳舞机器人、解魔方机器人、五子棋
机器人等，通过修改编程实现特定的功
能。”刘金锏说，现在学校的小型机器人
不需要买进，校内就能实现“自产”。

连续参加两届世赛选拔，蝉联山东

省电子技术项目第一名，刘金锏在比赛
中也吃过苦头。“在第45届世赛国家集训
队10进5选拔中，我只注重于实现作品指
定的功能，漏掉了细节处的得分点，止步
全国第六名。”

第45届世赛由全国十强选手组成国
家集训队，刘金锏在更系统、更具针对性
的强化训练中积累了经验。他提到，在接
下来第46届世赛各项比拼中，自己会以
得分点为主。“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很多，
仔细检查细节还是会漏掉，对此我要做
到万无一失。”

“00后”小伙爱玩电，带国家集训队经验再战世赛

从零起步高强度训练8个月，数控铣项目首折桂

俩“虎将”共同备战，上届全国第二名直通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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