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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当年的“熊孩子”逆袭成世赛冠军
23岁成为学院最年轻的高级讲师

本报临沂１月１２日讯（见习记
者 武鑫悦 郭纪轩 通讯员
汪玲玲） 1月10日下午，临沂一男
童在雕塑公园结冰的景观河上玩
耍时不慎落入冰窟，被正在散步的
刘松救起。救人过程中，他滑入冰
窟，头部被浮冰划伤，缝了四针。

１月１２日下午，在雕塑公园
景观河畔，刘松回到现场讲述救
人过程。“事发时，我正和朋友在
雕塑公园散步。途经那条景观河，
看孩子们在冰面上玩得很开心。
这条景观河右侧的冰比较薄，当
时还特意多看了几眼，看到冰裂

开了一条口子，几乎同时，一名小
男孩掉下去了。我来不及脱衣服，
跳上冰面赶紧去救。”刘松回忆
说。由于冰面较滑，刘松脚下一
滑，掉进裂开的冰窟窿里。

“孩子应该是吓蒙了，没有呼
救，他的伙伴在一旁也呆住了，两
个孩子都没有反应。”刘松没多做
思考，穿着羽绒服就去捞人。

“当时我把男童托举出来，让
我的朋友崔理杰接着，水几乎没
到我的胸口。崔理杰接过孩子，我
自己从冰窟窿里爬上来。孩子的
奶奶在不到10米的地方，也赶紧

过来接孩子。”刘松说。
上岸后，刘松浑身湿透、四肢

冻得有点僵麻，一直没发现头部
受伤。直到崔理杰帮忙整理衣服
时，才发现刘松的头部已经流血，
于是赶紧带他到临沂市第三人民
医院处置，伤口缝了四针。

37岁的刘松就职于中交城
市投资（临沂）有限公司，他的
同事徐增辉说：“他平时就这
样，热情开朗。他家是重庆的，
对北方的印象是从临沂开始
的，觉得临沂人朴实热情，对临
沂很有感情。”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高广超 王小涵
通讯员 仵强 刘磊 唐仁东

原本只想谋个出路

在成为世界冠军之前，袁强
是父母眼里调皮顽劣的“熊孩
子”，是老师同学眼里中考落榜
的“差生”。

1997年，袁强出生于潍坊市一
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自小跟着爷爷
奶奶长大。他喜欢游戏，就像一个
探险家，要做的事情是去探险，而
不是囿于按部就班的生活。

步入初中的升学考试结束
后，学校便组织了一次家长会。
母亲却一直没有听到袁强的成
绩，等到会后才从老师口中得知
孩子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二名。面
对母亲的责问，袁强说，“我就是
很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正确答
案。”散漫、爱玩、叛逆，这些词儿
几乎充斥了他的童年。

“开窍”，是一次偶然。
初一的一堂英语课，袁强破

天荒地听了一个英语单词“and”
的用法。在下一节课老师提问
时，他便举起了手。英语老师很
诧异这个往日的“差生”竟然主
动回答问题，便给了他一次机
会。没想到的是，全班第一名的
学生都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袁强
却对答如流，这令老师刮目相
看。袁强尝到了甜头，“原来认真
听课就能学会”。从那以后，袁强
摆脱了“翘课”“逃学”“玩游戏”，
成绩一路直线上升。

本来考一个好高中，好像是
顺理成章的事。但是，2012年他
却在中考时落榜了。对袁强来
说，这次转折就像一个“人生低
谷”。袁强父母都是农民，一年也
就攒下几千块钱。孩子靠什么出
人头地呢？父亲袁仲良说：“我当
时感觉农村孩子书念不成了，就
建议他到山东工业技师学院学
机电一体化，以后有个技术也能
养家糊口，算是谋个出路。”

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

“他不是天赋型的天才，是
勤奋型的天才。”教练苏美亭评
价袁强。

2012年袁强刚进入学校时，
就想着“混日子”，最后找一份工
作就行。直到有一天，老师说，

“只要踏实努力，在这里照样有
出人头地的一天。”这句话就像

一块重石，落入这个内向自卑的
15岁少年心中，彻底打破了他的
“平静”。他开始参加演讲比赛、
相声比赛、小品比赛。“虽然这些
比赛我都没有拿过什么奖，但说
话不脸红了。”

学校举办工业控制兴趣组
选拔比赛，袁强报名参赛，但由
于基础差，在第一次选拔考试中
就惨遭淘汰。这一次，袁强没有
选择放弃，他主动找到教练申请
再试试，因而获得了旁听观摩训
练的机会。

机会来之不易，他每天晚上
九点以后在其他同学离开以后
再去训练，利用剩下的边角料进
行试验，常常到关门的时候才
走。夏天的时候，为了练习切割
技术，不能开风扇，便将衣服在
凉水里浸湿，穿在身上解暑。等
要洗的时候，衣服上常常留下一
条条白色的汗渍。

袁强最擅长的是安装。线槽

安装是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的，
缝隙尺寸不超过1毫米，信用卡
不能划过。反复练习，精心钻研，
是袁强熟练掌握技能与提高速
度的诀窍。苏教练说：“这个孩子
勤奋努力，能吃苦，常常为了解
决问题一天训练12个小时。也就
是因为这样，我们发现了他身上
的潜力。”

正是由于把握住了这次机
会，袁强在新一轮的比赛中成功
复活，成为学校种子选手，并且
一路过关斩将，从市赛、省赛，直
通世赛。

比赛中一度“断片”

等成绩是最煎熬的事儿。
“比完赛没吃饭，老师从包

里拿出一袋花生米，我就感觉那
简直是人间美味。”回忆起比赛，
袁强记忆犹新。凌晨四点才睡
下，两个小时辗转反侧，好不容

易熬到了天亮。
2017年10月，第44届世界技

能大赛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工业控制项目共有21个国家和
地区参加。该赛事被誉为“职业
技能的奥林匹克”，是目前规模
最大、人数最多、最具影响力的
全球性职业技能赛事。最终，袁
强身披五星红旗，站在了世界舞
台上高喊：“中国！中国！”

赛程4天，比赛时长22个小
时，不仅是技能的比拼，还是体
力的考验。比赛第一天袁强完成
得“行云流水”，第二天他缺少了
紧张感，导致出现了短暂的“断
片”。“大概是下午1点到2点那段
时间，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什
么，所有动作完全就是机械性操
作。”回忆起这段经历，袁强还是
后怕。“一根线接错就会导致电
路不通，后果不堪设想。”而他之
所以在“机械化操作”时没有出
问题，得益于日复一日的高强度

高精度的训练，这种训练已经潜
移默化地成为习惯性动作。

成功路上总是充满了“绊脚
石”。

最后一项考试，组委会发错了
试卷。本该是20张A3纸试题，袁强
只有5张A4纸试题。紧张的时间难
以应付这样庞大的题量，这让袁强
几乎陷入崩溃边缘。就在他想要放
弃的时候，看到了桌子上的那面五
星红旗。一股热血涌上心头，袁强
说，“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我不是
为自己而战，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
而生”。重新整理好情绪，袁强认真
投入到比赛。

他所获得的工业控制项目
金牌，是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工
业控制项目的首枚金牌。这届大
赛，中国代表团共取得了15金、7
银、8铜的有史以来最好成绩，向
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青年的青
春风采。

学院最年轻的高级讲师

父亲袁仲良如今也成了乡
亲眼中的“红人”，连赶集时都有
人喊，“冠军爸爸来了”。每当此
时，袁仲良内心都充满自豪与骄
傲。袁仲良说：“当时没考上高
中，哪能想到孩子成世界冠军
呢。”但父亲骄傲的背后，是心
疼。袁仲良仍然记得，孩子在备
战世赛那两年的艰苦，就连过年
都是急匆匆地在家待不了几天。
袁仲良说：“就希望孩子以后更
加进步，为祖国为社会做出一份
贡献。”

载誉而归的袁强，再次做了
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放弃企
业抛来的橄榄枝，留在山东工业
技师学院任教，成了学院最年轻
的高级讲师。

在训练基地，袁强正在实训
室带学生做着故障排除的训练。
学生王明辉已经顺利闯入国家
队，拿到了下一届世界技能大赛
的入场券。昔日的学长，如今变
成了自己的教练，像兄弟，像师
长，既可爱又严厉。他说：“中国
已经成功申办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我希望未来能像袁强教练
一样，在家门口拿下世界冠军。”
世界技能大赛的年龄限制在22
岁以下，袁强只能参加一届大
赛。他说：“我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但这是我们的时代。我还年
轻，在工业控制方面，还有更多
的领域要去探索。”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从差生到世界冠军，再到教练，
对于袁强来说，是机遇，也是努
力的结果。抛去世界冠军的光
环，他还是一个长着青春痘的24
岁的青年，还有一个想要去实现
的大学梦。

临沂一景观河上孩子们玩得正嗨，一男童突然掉入冰窟窿

他滑入冰窟救人，头部缝了四针

刘松事后讲述救人经过。

袁强在练习切割技术。 安装是袁强最擅长的项目。

当年没有考上高中的同学，后来去那儿了？没有机会念大学的孩子，就没有出路吗？
将工具包系在腰间，戴上墨镜，打开切割机，砂轮转动，火花飞溅，如同烟花一般划出弧线。

“学习工业控制以后，觉得这一切都很酷。”出生于1997年的袁强，从差生到高职生，再到世赛冠
军，不被传统定义，不为命运屈从，用自己的逆袭之路讲述“后浪”的无限可能。

夺冠后的袁强举起了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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