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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荒地到土地
挖沟槽时的汗水滴进土壤里

“今年9月底刚踏入这片土
地时，地面上长着不少野草，地
里还有不少碎石头。没想到曾
经的‘荒地’这么块就成为丰收
的‘心灵花园’了。”说起如今规
划整齐、沟渠分明的“心灵花
园”，上海电机学院材料学院00
后的吴怡同学回忆道，开学时听
说学院在召集学生参与开辟“心
灵花园”和种植蔬菜的活动，就
主动报了名。

从一块未曾打理过的“荒
地”到适合种植的田地，过程中
遇到的挑战可想而知。挖出碎
石、挖取道、松土……“荒地里
碎石不少，其中最大的石头直
径大概有65厘米，不仅很沉，而
且位置埋得也很深。”吴怡回
忆道，团队成员们先是用铲子
铲 ，让 石 头 边 缘 稍 微 露 出 土
地。随后学生们戴上手套，借
用巧劲徒手挖。由于 9 月底天
气仍比较热，在户外阳光照射
下，不少同学在用铲子清理土
地时，脸都晒得红红的，额头上
的汗水沿着脸颊，不经意间滴
进土壤里。

土地清理好了，如何设计排
水沟渠呢？虽然团队中的学生
们并没有相关务农经历，但是
他们通过查阅资料，设计出了2
种方案，大片区域沟渠设计成

“田”字形，小片区域设计成
“日”字形。“最初挖沟渠的时
候，我们偶尔还会担心裤腿上、
手上粘上土。等到进行土地松
土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会考虑
这些，必要时直接戴上手套徒
手劳作。”吴怡笑着回忆道。据
了解，“心灵花园”分为小菜园
和小花园两部分，播种了几十
种植物和蔬菜。平时由校内的
学生进行播苗和日常维护，学
院老师进行指导。

从幼苗到青菜
播种劳动中感受粮食的可贵

从小小的幼苗到绿油油的
青菜，上海电机学院“心灵花园”
的这群“拓荒者”在今年10月还
遇到了一个挑战。学生们在浇水
的时候发现，菜苗的叶子有泛黄
的迹象。虽然劳作时遇到挑战
了，不过团队中的刘志超和程明
杰两位指导老师并没有直接告知
解决方法，而是让学生自己观察
和思索。经过线上查询许多相关
资料后，团队成员们认为主要原
因是天气较热，土地里的水分和
营养缺乏导致的现象。于是，成
员们决定增加浇水量，并在老师
指导下适量施肥。2周后，蔬菜叶
泛黄的现象明显好转。

“我们每位同学一周至少浇水
2次，浇水的时候需要看土壤是否
吃透，可以通过观察排水沟槽排出
的水来确定浇水量。”吴仪回忆道，
在播种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事情
的就是近期青菜成熟后，和成员们
一起用手采摘蔬菜，然后交给食堂
的阿姨。团队成员们不仅能收获
德育学分，还能凭一张“小菜券”，
兑换到一份自己亲手种植收割的
蔬菜做成的健康美餐。“这是我吃
到最可口的青菜，在播种中，更切
身体会到‘粒粒皆辛苦’，感受到

‘光盘行动’的必要性。”
上海电机学院学生事务中心

主任张可可表示，开辟心灵花园
的初衷是想让学生在劳动的过程
中，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首
批种下了近13种蔬菜，会根据季
节选择时令蔬菜，进行选苗、选
籽。据悉，上海电机学院“心灵花
园”项目于2020年得到了上海市
教委的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扶持计
划的经费支持。以校园大学生劳
育基地“心灵花园”建设为实施载
体，构建一个融生活劳动教育、专
业创新发展、生态文明教育等为
一体的校园文化育人示范项目。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展现技能魅力，彰
显青年风采，12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闭幕，经过3天激烈比拼，上海代
表队的青年选手共获得10枚金
牌、10枚银牌、7枚铜牌和45个优
胜奖，金牌总数与团体总分均位
列第三。上海代表团的10枚金
牌获奖项目分别为世赛选拔项目
中的网站设计与开发、印刷媒体
技术、货运代理、车身修理、花艺、
健康与社会照护、管道与制暖、水
处理技术、精细木工以及国赛精
选项目中的信息网络布线。此
外，上海选手在46个世赛项目上
成功晋级，顺利入围第46届世界
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

此次比赛共有86个项目，其
中既有数控车、飞机维修、移动
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
业项目，也有电工、焊接、花艺、
酒店接待、美容、美发等与生活
贴近的项目。

“同龄人可能喜欢打王者荣
耀，我喜欢的确实有些不同，喜
欢做木工。”精细木工的金牌获
得者孙岩是一名18岁的大专在
读男生，在三天的比赛中，基本
上每日要经过6—7个小时的比
赛。在高强度的比赛下，现场根
据赛题设计木框窗架。学习建
筑学的小孙在进入学校后加入

“木工”社团，从此对木工设计一
发不可收，经过多年训练，拿下
了此次比赛该项目的冠军。对
未来，小孙也有自己的想法，“可
能今后从事木制品私人订制的
工作。”

此次获得奖项的不少参赛
者还是学校在读的学生。上海
东海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学
生朱珂和该学校艺术学院学生
马梓轩分别代表上海代表队获
得了“国际货运代理”赛项的金
牌和“时装技术”赛项的优胜
奖。从早9点学习、训练到晚11
点，经过一年多的备赛训练，两
位姑娘将技能水平在国家技能
赛场上充分展现。

此次全国技能大赛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竞赛规
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技
能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国家职业

技能大赛，2557名选手、2376名
裁判参赛。全部选手平均年龄
21.8岁，最大的58岁，最小的16
岁。比赛期间共6万人次现场观
赛，3天的比赛时间有1.7亿人次
通过“云观赛”方式观摩大赛。

车身修理是上海的传统优
势技能项目。此次的全国技能
大赛上，上海选手李杰与此前的
世赛获奖选手一样，也来自杨浦
职业技术学校，是世界冠军们的
师弟。经过专业训练的他此次在
该项目比赛中脱颖而出。金牌选
手的车身修理能力到底有多强？
其教练丁志鹏介绍，目前李杰可
以观察到车门2毫米至3毫米的
高低凹凸不平，用钣金技术可以
将车门平整修理至误差0.5毫米
以内，达到足以喷漆的水准。

如今高技能人才在上海的
比例正在提升。统计调查显示，
2020年上海户籍高技能人才占
技能劳动者比重达35.03%，高技
能人才总量约116万人。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2022年于
上海进行。上海正以此为抓手，
广泛开展技能竞赛活动。记者
从上海市人社局获悉，目前上海
已形成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
全国技能大赛为龙头、市级技能
大赛为主体、各行业企业岗位练
兵技能比武为基础的技能竞赛
体系，每年组织技能竞赛项目
500多个，参加人数10多万人。

技能成才 匠心筑梦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闭幕
上海选手获10金10银7铜

大赛已经画上圆满句号，但

技能人才培养任重道远。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

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劳动

者素质的竞争。面对‘十四五’

蓝图和重任，必须大力开展高质

量职业培训，培养更多高技能人

才和大国工匠，为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

供有力支撑。”人社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说。

2019 年我国开始实施的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提出到2021年

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

的比例达到 25%以上，高技能人

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

以上。

对此，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

限公司董事长曾光安认为，一方

面，企业要提高技能人才待遇，

对急需的、技术含量高的工种给

予特殊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政府

应加快推动、鼓励、引导有实力

的企业和学校深度合作，提升技

能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争做推动

人才变革的“领头羊”。

业内人士普遍呼吁，要进一

步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

价、激励制度，切实增强他们的

获得感与职业荣誉感、自豪感；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培养更多人对于技能

成才观念的认同。

“360行，行行出状元。成长

的道路不止一条。那些说读技

校没有出路的人，可以看看我

们。”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制造

团队挑战赛项目金牌获得者曾

祥博说，“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

我，在技能学习中找到了自信和

人生的方向。”

“相信经过各方面共同努

力，更多‘大国工匠’一定会源源

不断产生。”刘景凤告诉记者。

据新华社电

行行出状元！成才路不止一条

从荒地到“心灵花园”的背后
离不开临港新片区这所高校的“拓荒者”

学校里还有片学生能种菜的“心灵花园”？
在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里就有这么一片面积
达上千平方米土地，它曾是杂草丛生的“荒土”，
如今长满了蔬菜和鲜花，成为师生们的“心灵
花园”。这片土地美丽转身的背后离不开这群
00后为主的学生“拓荒者”，他们在拿起锄头，
种植幼苗的过程中，既体会到劳作的不易和满
足感，也感受到“光盘行动”的意义。

青年见习记者 陈泳均

学生参与播种。 受访者供图

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统计调查显示，2020

年上海户籍高技能人才

占 技 能 劳 动 者 比 重 达

35.03%，高技能人才总量

约116万人。第46届世界

技能大赛将在 2022 年于

上海进行。上海正以此

为抓手，广泛开展技能竞

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