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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央有关领导在全国职业教育大

会上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
政府要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培养

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 大国工
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在第二个一百年的起点及 “十四五”的

开端，如何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如何

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以技能报国的事业？如
何能在世赛中展示静安技能人才的风采？

近年来，静安区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

围绕区域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重点， 深入推

动实施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不断建立健全终
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积极推进职业技能培

训工作，不断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2019年至
今， 全区共完成了超 20万名劳动者技能培

训，新型学徒制培训 2500余人次，养老护理

员培训 5600余人次，建立 2个区级高技能人

才实训基地。获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人、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1人、全国技术能手 2

人，获得市区两级大师工作室、首席技师等各

类高技能人才荣誉共 68人。

为发掘新兴产业的高技能人才，使静

安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区人社部门连续
发布三批区级培训补贴目录，将“无人机

驾驶员”“电子竞技赛事内容制作”“薪税

师”“数字化构架师”等新职业纳入培训补
贴政策范围。

为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技术创新、技
能攻关、 技艺交流和绝技绝活传承方面的辐

射带动作用，培养更多青年技能人才，静安定
期举办座谈、区域竞赛展示活动，打破行业壁

垒，搭建技能人才互通“立交桥”。

瞧，全区的各行业技能人才正齐聚一

堂， 分享着他们在静安沃土上不断成长、

发展的职业技能故事……

花艺传承代代芬芳

    没有哪种服饰能像旗袍一样，巧妙地衬托

出女性的曲线美。而旗袍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龙凤旗袍，徐永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凤

旗袍”制作工艺的第三代传人，也是“上海市技
术能手”，将这一手工技艺娓娓道来。

“过去我当学徒的时候，师傅先让我看了三
年，那三年里根本就不让动手。三年过后，我对所

有的环节、不同的布料特性等等都牢记在心，师

傅才允许我慢慢打样、裁剪。”徐永良说，旗袍里
的学问很多，旗袍工艺涉及色彩、美学、设计等各

个方面，需要手工艺者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仅
仅制作上，就有镶、嵌、滚、宕、盘、绣等技艺，有时

候仅仅盘扣，就要做好几天。没有十几、二十年的
耳濡目染，是没法出师单独做旗袍的。”

现在徐永良带徒弟，给他们第一个的礼物
就是“邦迪”。练习基本功时手指每天被针戳

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有流血无数次，手
指被戳成“蜂窝煤”，练出老茧，才能练就一寸

九针、正面看

不出任何针
脚的基本功。

徐永良说以
前有一个徒

弟，刚开始学的
时候为了方便，每

次都把线留得很长，这

样他就不用频繁穿线了。他告诉徒弟们，“老一
代人的说法是懒人穿长线，是要被竹尺打的。

这样一没有速度，第二容易打结。”他强调，做
旗袍要“三心三到”———专心、细心、耐心、眼

到、手到、心到。
徐永良传授的不仅是旗袍制作工艺，更是

技艺背后的文化。他希望更多的人投身于海派
旗袍的制作工艺传承，使海派旗袍这富有曲

线、体现女性魅力的国粹服饰更具有时代感和
生命力。

2019 年以来，静安区实行技能提升“行动计划”，致力于构建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
校、社会力量多方协同的培训体系。
如今，静安不仅有插花、美发等传统行业的职业匠人坚守初心、持续传承，也有薪税师、

社群管理师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崭露头角、脱颖而出，还有互联网、高科技的尖端人才奔
涌活跃、熠熠生辉，更有青年职校的学生致力于走技能成才、技能强区、技能报国之路。
当下，正处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启航阶段，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端之年，静安区将顺体

制、活机制，重传承、促创新，育人才、兴事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设职业能力建设科
持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培育更多矢志报国的卓越技能人才。根据本区重点产业
发展布局，不断更新区级职业培训补贴目录，推进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开展企业新
型学徒制、定向培训等各类培训。推动职业技能提升工作进一步往实里做、往细处抓、往深
里走，为助力静安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成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
撑。

    提到插

花，就不得
不提起静安

的一对“宝
藏”师徒：师

傅梁胜芳———

“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带头人；徒弟朱

道义———“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他们同为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为插花和园艺
双料“首席技师”，又同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朱道义回忆起高中毕业后初到上海，机
缘巧合下被招进静安花店当了一名学徒工，

并遇到了师傅梁胜芳，在师傅的倾心相授下，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琢磨花艺知识，“感谢师
傅发现我，鼓励我，不然不会有现在的我和我

的作品。”

1997 年，26 岁的朱道义带队参加在浙

江金华举办的长三角花艺大赛，其他省市的
领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法师”，只有他初出

茅庐，可不起眼的他却一鸣惊人，连得两个
金奖、一个银奖。那一刻起，他意识到，“有一

技之长就能赢得认可，有付出就有收获。”就
这样，朱道义在领导、师长的引领、爱护下，

在花艺的职业技能道路上步伐稳健，越走越
宽。

梁胜芳、朱道义，还有朱道义的徒弟们，
他们传承匠心、创新技艺，在静安的丰厚土壤

里成长为“花艺骄子”。如今，朱道义的徒弟们

又在各类插花比赛中崭露头角、摘得桂冠。朱
道义说：“‘对工作负责、对事业尽心’，是师傅

梁胜芳的职业信条，我要将此信条传递、延续
到我徒弟的心中，带出一支技术精湛、甘于吃

苦、职责为先的过硬团队。”

环卫工人领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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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助力静安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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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成是环卫机

修行业的领军人物，同

时他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全国

技术能手”。

李德成出生于东北黑龙江一个普通家
庭，1993 年，他怀揣着走出家乡出去闯荡

的梦想来到上海。经过努力，进入了环卫行
业担任汽修工边学边干。随着环卫作业车

辆分类和数量每年递增，面对技术力量初
显滞后的现状，他开始思考，并报读了车辆

维修专业中专学习班，利用双休日进行学

习，凭着一股学习的“牛劲”和工作责任心，
先后取得了车辆维修高级技师及汽车技术

服务维修专业大专学历。

夯实书本知识的同时，李德成对工作
中遇到的各种不便和困难都仔细思考，尝

试主动解决。2008年，在上海站北广场交通
枢纽建设的土方工程中，由于工地条件特

殊，“沃尔沃”挖掘机施工效率低、耗时长、
费用高。在领导的支持下，他利用一个月的

时间不眠不休，将这个国外引进的大家伙

进行改装，并成功使用，不仅提前了两个月
的工期，还为公司节约了 300 多万元的机

械费用。
在成功改造“沃尔沃”挖掘机后，李德成

的创新之魂彻底点燃，在他的带领下，成果接
连出现，“大型工程车轮胎吊装机”“扫路车扫

毛专用拆装工具”“汽车空气滤芯除尘机”“刹
车片制动镗鼓机”，都是源于一线、解决问题

的创新项目。“创新复杂吗？不复杂!”李德成
总是这样鼓励他的同事、徒弟们，“想法最重

要，要大胆去想。”

    她总是忙碌在面粉、巧克力、砂糖中，揉

搓、摔打、造型、烘烤，一个个面包、翻糖就散发
着柔和的香气呈现了出来。

姜寨华是“全国技术能手”，平时工作中
以身作则，勇于担当，创新方法，带领团队不

断在职业技能上精益求精；她心系弱势群体，
开发残疾人就业的培训项目，如甜面团面包

制作、蛋糕装饰与裱花等，提升残疾人技能；
她凝聚经验开发教材，编辑《世界面包制作》，

并为上海市职业技能专项开发《日式和菓子

制作基础》。如今，她和她所在的上海静安区
中焙职业培训学校，已经成了静安西点培训

的名牌。
回忆起曾经学徒的日子，姜寨华说她总是

被骂手笨，“以前从没想过还能在世界比赛中

打败外国人，

让中国面包
获得第一。”

2019 年，她
带领学生代

表中国参加国
际青年烘焙师大

赛，力挫一众国外对

手，包揽个人第一、第二名，并获得国家团体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现在，她更是致力于带徒参

加世界技能大赛，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
国选拔赛展示活动中，参展西点获得评委的一

致好评。“我要带着我的徒弟们一起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让中国人制作的西点获得整个世界

的肯定，为国争光！”她自信地说。

中国西点接轨国际

    “第九名的成绩并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培

训中，我能够带领我的学生们走得更远。”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杨柳作为带

赛老师这样下定决心。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的学生们正在盯着电脑屏幕，不断地敲击着鼠
标和键盘。杨柳是他们的指导老师。回忆起 3

年前的冬天，她带着十七八岁的学生们，踏上

了“世界技能大赛”的征程。他们参赛的“网络
系统管理”项目是上海首次参加，对于杨柳和

学生们来说都是零经验备战。从 2018年年初
的冬天，到年末的冬天，杨柳带着学生们集训、

备赛，常常是每周七天、每天 12小时的高强度
封闭训练。她一边研究各类竞赛题目，一边疏

导学生们的情绪，在方方面面鼓励这些孩子们
持续努力，奋勇向前。

“上海市选拔赛、上海市 4进 1决赛、国家

选拔赛，真的

是 一 路 荆
棘。”杨柳如

是说，“但学
生们踏实进

取、精益求精的
实干精神让我感

动，让我愿意全身心陪

着他们一起摸索着前行。”当训练的学生获得
全国奖项并入围国家集训队时，她激动地流

泪，“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是零的突破、
历史性的突破。”

今年，85 后的杨柳已被评选为 2021 年
“静安区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未来，她将

带领更多年轻学子在网络技术专业不断耕
耘、磨练技术、征战比赛、为国争光、大有可

为。

IT 学子拼搏世赛

卓越“ ”能竞天下 静安“ ”造创未来技 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