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智能制造时代的背景下，智能制造和工业机器人取代很多工种和工作，但有一项手工操作的

技能仍在机械制造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中一项分支还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座上宾”，8月

24日，记者探访了正在为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做准备的湘潭选手——湘潭技师学院教师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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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塑料盆是什么垃圾？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很多塑料盆，那么当塑料盆损坏时

应该丢入哪个垃圾桶，废旧塑料盆是什么垃圾呢？
实际上，废旧塑料盆属于可回收物。塑料盆、塑料箱中含有可

回收利用的化工材料，这些化工材料通过回收处理，可以用于制作
燃料也可以冶炼重新熔制塑料制品。塑料制品大多不可降解，在
自然界中如果没有及时处理，会对土壤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与污
染。所以废弃塑料盆及塑料箱作为可回收物处理，不可浪费资源
也不可随意丢弃。

废旧塑料包装物进入环境后，由于其很难降解，造成长期的、
深层次的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废旧塑料包装物混在土壤中，影响
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而导致减产。第二，抛弃在陆地或水体中
的废旧塑料包装物，被动物当作食物吞入，导致动物死亡（牧区和
海洋中，此类情况已屡见不鲜）。第三，混入生活垃圾中的废旧塑
料包装物很难处理。填埋处理将会长期占用土地，混有塑料的生
活垃圾不适用于堆肥
处理，分拣出来的废
塑料也因无法保证质
量而很难回收利用。
（来源：杭州规划和自
然资 吴珊 整理）

过人的手艺

反复比对图纸，按比例复刻组装，
一双手游走齿轮、涡轮、带轮之间……
临近比赛，袁波泡在了实训室为第二届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装配钳工赛项做准
备，在实训台前对着样题反复试炼。

众所周知，钳工是机械制造中的
万能工种，和多数工种名字的由来一
样，因工人操作时，经常使用虎钳夹持
工件操作而得名。袁波参加的装配钳
工赛项听起来却让人有些似懂非懂，
什么是装配钳工？在教科书等参考资
料里有这样一个标准回答，装配钳工
把零件按机械设备的装配技术要求进
行组件，部件装配和总装配，并经过调
整，检验和试车等，使之成为合格的机
械设备。

42岁的袁波，是拥有 23年从业经
验的“老师傅”，袁波对照着操作台上正
在练习的比赛模块给我们打了一个比

方：这就像是拼图，选手需要根据比赛
方提供的图纸，将零件组装到对应的位
置，“拼起”一个完整的机械。但与拼图
又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一是每一
个零件都需要选手手工打磨、把握尺
寸，保障丝丝入扣、严丝合缝，二是选手
组装好的“拼图”要能够有条不紊地运
转，能否运转起来的关键就在精度，这
直接考验选手手头上的功夫。

那袁波的手上功夫如何？他的教
练戴志勇对袁波的“手艺”赞不绝口，他
说，“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通常是在 0.07
毫米到 0.08毫米之间，凭借独特的手
感，袁波可以把误差精度控制在0.01毫
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七分之
一！”

冲刺的匠心

单从手工操作精度这一点来看，袁
波似乎胜券在握，但他和教练还是不敢

掉以轻心，对着每日制作的工件查找问
题、分析原因，因为装配钳工赛项是一
个综合性强的赛项。

从目前获取的信息来看，第二届全
国职业技能大赛装配钳工赛项主要分
为四个模块，看见每个模块的名字，都
会让外行人心生疑惑，比如其中第二个
模块，名称为：机械传动系统的数字检
测与装配调试。听着很陌生的，其实这
就是袁波打过比方的“拼图”。

经过袁波的分析，四个模块分别考
察选手的手工操作、装配精度、计算理
论与实践及企业生产实际应用，综合考
验选手对机械设备、零件、组件或成品
组合装以及机械设备传动机构的安装、
调试、检测、维护等的掌控程度。要求
选手熟练掌握划线、锉削、锯削、钻孔、
扩孔、铰孔、各种精密量具使用、技术测
量等基本操作技能的操作，尤其考验锉
削技能。

凡是比赛，大多有时间限制，第二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也不例外，装配
钳工赛项总限时 11个小时，综合过往
比赛经验，选手需要在平均 5分钟的时
间内，按照规定尺寸，完成零件一个平
面的精加工，误差精度需要控制在
0.01毫米。

时间和质量双重要求之下，即便
已经在省市赛事上接连夺冠，袁波还
是丝毫不敢懈怠，为了练习手感，加快
速度，他的手上被锉刀磨出了一个个
老茧也不停歇，他认为备赛的过程也
是对一个技术工人“匠心”的锤炼，“全
国职业技能竞赛为我们技能人才提供
了展示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我
们不能辜负，尤其是作为传道授业解
惑的教师，更应该以工匠精神为引导，
精益求精，不仅要让赛场上我‘拼的图
’转起来，还要奔着培养大国工匠的目
标，以赛促学，让课堂上学生‘拼的图’
转起来，推动行业发展，为中国制造增
光添彩。”

8月 23日上午，在女子乙组团
体皮艇 2000米长划决赛中，不到 14
岁的唐语汐飒爽的身姿、飞驰的速
度、对水流的控制能力，赢得了现场
围观群众和专业人士热烈的掌声和
呐喊声。她也如期助力乙组女子皮
划艇激流回旋团体赛斩获金牌。

这个爱追梦的女孩年龄小，参
加皮划艇训练不到两年时间，就在
省湖南省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锦
标赛中崭露头角，被教练和裁判称
之为皮划艇激流回旋“未来之星”。

唐语汐是被跨界选才到皮划艇
激流回旋训练基地训练的。2009年
10月出生的她，皮肤白皙，笑容甜
美，可看起来温和的她偏偏不爱跳
舞爱水上运动。六年级时，她来到
湘潭市飞渔游泳俱乐部学游泳。初
学游泳就在比赛中备受关注，后被
教练选中到湘乡市洋潭激流回旋基
地参训。

“水上运动充满挑战和刺激。”
2021年 12月份，刚开始接触皮划艇
激流回旋，唐语汐就充满了好奇和

兴奋。尽管非常害怕，动作也不标
准，但她第一次尝试翻滚就成功
了。后来，在教练和师兄们的帮助
下，通过一个月的训练，她克服了恐
惧情绪，熟练地掌握了翻滚技术。
慢慢地，她从“门外汉”，成为了一名
较高水平的运动员。

皮划艇训练充满艰辛。长时间
的训练，唐语汐手心满是厚茧，双手
留下了不少伤疤。“早已经习惯了。”
唐语汐大拇指处的伤疤最大，她记
得，那天训练时，皮艇不小心撞墙，她
举起手，看到满手的鲜血，大拇指内
侧被撞掉了一大块。即使手指受伤，
她仅休息了一天，又投入到紧张的训
练当中，任凭水花击打着她手上。

“顽强拼搏，永不言弃”是唐语
汐的座右铭，她喜欢在水中的刺激
感，只要在水中训练，她就会忘记汗
水、忘记寒冷、忘记疼痛，而且特别
专注、特别能坚持。有一天傍晚，教
练要求加练几小时，其他队友们都
觉得太难不能坚持时，她却咬着牙
完成了训练任务。

2022年 9月，参训不到 8个月，
她就在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上取
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这也更加坚
定了她对这一水上运动的热爱和执
着。在这次湖南省青少年皮划艇激
流回旋锦标赛中，她和队友一举夺
魁。

在赛场上、训练场上，唐语汐英
姿飒爽、认真专注，但生活上，她却
是一个调皮活泼的小姑娘。“能偷懒
就偷懒。”面对沉重的训练任务，她
也会偷懒躲避，但只要训练起来，马
上切换到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模
式。虽然她自己会“忙里偷闲”，可
是面对小一岁的师妹徐可心，唐语
汐却又担起了大师姐的责任，不仅
帮助师妹训练，还会在她懈怠的时
候鼓励她。这一次，两人在赛场上
大放异彩。

每一缕荣光背后都是艰辛与付
出。9月 2日，唐语汐又将重返训练
场，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刻苦坚持，在
皮划艇激流回旋路上走得更远，站
上更高的领奖舞台。

周洺舟：勇“网”直前 追“球”卓越
本报记者 丁白玉 通讯员 唐思雯

1.88米的个子、黝黑的皮肤、灿烂的笑容，再加上训练时矫健
敏捷的步伐和精准有力的回球，网球青年周洺舟无疑是训练场上
一抹靓丽的青春风景线。而就在不久前举行的第 26届中国大学
生网球锦标赛（总决赛）中，他一举夺得丁组男子单打第三名、团体
亚军，为我省网球青春新生代再添一项荣誉。

周洺舟是土生土长的“00后”岳塘男孩，2000年5月10日出生
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里。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务
实、肯干、笃定、坚韧。

周洺舟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老师。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自小热
爱体育运动，8岁时开始接触网球并在市体校参加训练，网球名将
彭帅的父亲彭翼军曾是他的技术指导老师。伴随着刻苦的训练，
几年下来，周洺舟的体能、球技和比赛经验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这也让他萌生了要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梦想。2012年 1
月，他参加了江门站全国耐克杯U12青少年网球比赛，因成绩突出
被选拔进入福建省网球队。

搞体育是特别辛苦的一件事，要不要让儿子走这条路？周洺
舟父母舍不得儿子一人在外吃这份苦，也曾无数次地犹豫过，但热
爱网球的他圆梦的意愿十分强烈。

“一旦去了，可就没回头路了，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尊重并
支持儿子决定之余，周洺舟的妈妈叮嘱道。就这样，12岁的周洺舟
离开父母，前往福建开始一个人的网球训练生涯。

体力、耐力、脑力是网球运动的训练重点，缺一不可。进入福
建省网球队的五年里，周洺舟每天都坚持 8小时以上的挥拍、击
球、发球、体能等训练。在球场不断的奔跑和挥拍之中，他一点点
地提升自己的技能。

练网球最费鞋子，尤其是男孩子。周洺舟清楚地记得，从8岁
打球到现在，他总共穿坏了上百双球鞋，网球拍的线更是拍断无
数。而长期的训练，膝盖、手腕等身体损伤也在所难免，但他都咬
紧牙关撑了过来。在他看来，网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重要的是
能让自己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拥有更加多彩的人生。所以，
无论多大的困难，他都告诉自己要坚持。

2016年，在Nike杯U16岁组全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中，周洺舟
多次取得单打与双打的冠亚军，年终总积分排名冲到第七名。此
后，他转入了贵阳网球中心，成为贵阳队的重点培养选手。天赋加
上后天的不懈努力，周洺舟不断被选派参加各级训练和比赛，年仅
16岁的他在全国青少年网球选手中崭露头角。他先后在北京、香
港、韩国、毛里求斯等地参加 ITF青少年网球比赛以及全国青年网球
团体锦标赛，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并荣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他速度快、爆发力强，坚持练下去，未来可期。”谈到周洺舟，
教练也是赞不绝口。为支持儿子圆梦，周洺舟父亲卖掉了房子供
他辗转全国各地参加比赛、拜访网球名师，母亲更是辞职成了儿子
的专属陪练兼康复治疗师。在多方的引荐和资助下，2019年年底，
周洺舟正式成为湖南省网球队的一员，开启了网球生涯的崭新篇
章。

“生活和比赛让我成长。对于未来，我得再加把劲儿，对于当
下，我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够了！”如今，周洺舟这位
23岁的年轻网球新星，正朝着闯荡国际职业赛场、与世界顶尖球员
同台竞技的梦想奋勇前进。

皮划艇激
流回旋“未来之
星”唐语汐和徐
可心。（本报记
者 方阳 摄）

训练场上的周洺舟。

“技能国赛比什么？湘潭选手带你看”系列报道之一

装配钳工——

“手磨拼图”转动中国制造
本报记者 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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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16日至19日在天津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
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湘潭将派出11位选手代表湖南，
参加装配钳工、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全媒体运营等8个项目的比拼。

这次比赛是一场精度的较量、也是一场创意的比拼，虽然不少项目看上去都是“高精尖”，但却与大家的生
活紧密相连。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国赛项目，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关注度和认可度，本报将围绕我市选手参加的
8个赛项，推出“技能国赛比什么？湘潭选手带你看”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船桨推波逐星月 乘风破浪水上飞
——看皮划艇上的湘潭追梦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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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奔跑吧·少年”2023年湖南省青少年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湘乡市洋潭激流回旋基地圆满落
幕。在本次赛事中，湘潭市代表队发挥出色，选手唐语汐和徐可心作为皮划艇激流回旋后起之秀，夺得了乙组
女子皮划艇激流回旋团体赛金牌。日前，两人凯旋，让我们走近这两位皮划艇上的追梦少女。

徐可心：

多才多艺，
喜欢中流击水

本报记者 廖艳霞 实习生 丁梅秋

徐可心是这次湘潭队参赛选手中年龄
最小的。长时间在户外水上运动，13岁的
她被晒得黝黑，但目光却特别坚定。在这
次比赛中，她获得了女子乙组团体皮艇激
流回旋五门竞速决赛和女子乙组团体皮艇
激流回旋绕八子门决赛“双第一”。

因滑板车与水结缘。徐可心 5岁学跳
舞，6岁时被湘潭市体校选拔去学游泳，正
是这场选拔改变了她的成长轨迹。徐可心
的妈妈说，“因为一辆滑板车被我哄过去
的。”当时徐可心特别想要一辆滑板车，恰
好此时体校来湘纺小学选拔人才，妈妈便
以滑板车作为她学游泳的奖励，没想到这
一学就是 7年。2021年，徐可心参加湘潭
市第十三届运动会“电化杯”游泳比赛，获
得第三名，这是她体育道路上的第一枚奖
牌。

水上项目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会游
泳，徐可心自小的游泳训练给她练习皮划
艇激流回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10
月，徐可心通过跨项选材成功进入训练基
地，从此开始了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非常考验运动员
的耐力，既需要运动员具备很强的体能和
技巧，对水感也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体能
训练就成了徐可心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
每天早晨舒展拉伸、体能训练是必不可少
的，为了锻炼体能，她们每天要5公里、8公
里、10公里轮流跑。在练体能的同时，她还
要下水练习皮划艇激流回旋技巧。“户外水
上运动，夏天汗水浸泡，冬天寒风刺骨。”徐
可心用更加刻苦的训练来忘却困难。

对她来说，最困难的是，刚开始拿浆
时，船尾总会卡在水里，有时还会呛水。为
了尽可能的把动作做标准避免卡船，徐可
心反复进行测功仪训练，练了整整一周，才
掌握了技巧。

不到一年的训练时间，从刚开始总是
卡船到这次比赛中获得“双第一”，徐可心
付出努力，也收获成绩，对未来的信心更足
了。她希望，用更多汗水，成就自己的梦想
和目标。

唐语汐：

热爱挑战，享受“激情”与“速度”
本报记者 廖艳霞 实习生 丁梅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