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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让我从机器人操作手成长为驾驭者”

仓库货架上存放11块拼图，操作机器

人伸出夹爪找到拼图，并运送到指定位

置，最后形成一幅地图。其间，机械手臂

来回穿梭，但“眼力”极好，行进过程中遇

到障碍物会立刻停止且绕行——这是粤

港澳大湾区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项目赛场的一幕情景。

10 月 11 日，来自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

108名顶尖技能人才汇聚一堂，在两天时间

里，11支代表队在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花

艺设计、形象造型设计、中式面点制作等四

大竞技板块中展开激烈角逐。他们不仅是

技能的佼佼者，更是湾区精神的传承者。

每一项比赛都紧扣时代脉搏，映射出湾区

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

技能之光照亮未来之路

这次大赛，来自大湾区9个城市的21

名选手参加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

“比赛要求做的动作多，但技术点都

是平时工作上用的 。”选手蔡荣辉的工作

是给企业进行自动化产线改造。他认为，

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应用领域广阔，企业的

热度高。但企业需要的不单单是会操作

机器人的“操作手”，而是懂得机器自动化

的人才，竞赛让工人从机器人“操作手”快

速成长为“驾驭者”。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3年，中国新安装工业机器人数量

达27.63万台，占全球新安装量的51%。

“人力资源市场上，工业机器人系统

操作员面临很大的需求缺口。”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项目总裁判长吴光明表示，这

次大赛选手来源广、人数多、赛事标准高、

技术要求丰富，通过以赛促训，提升了传

统产业工人的就业技能，让智能化人才用

技能照亮未来之路。

“荷花酥”“水晶饺”“非洲鸡仔”……

在中式面点制作比赛现场，雪白的面粉在

选手灵巧的双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变

成了栩栩如生的作品。

“比赛是传承技艺的最好方式。”司徒

广辉是香港饮食业职业总会点心师总会

理事，他多次来内地参加行业技能竞赛，

特别是在中式面点领域。他说，香港是快

食文化，做点心的技艺没有内地细腻，希

望将赛场所学、所感、所悟传授给香港更

多热爱面点行业的技能人才，为行业发展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工匠精神激发未来事业

精美的花艺作品是高品质生活的重

要元素，花艺设计竞赛则考验审美和花艺

技术的实际操作。

澳门美高梅花艺师杨志煌特别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他用花做了一件晚礼服首

饰，取名为《东方之珠》，采用了中国流苏、

同心结等传统中国元素。他说，自己的作

品灵感来自大自然，致敬自然的守护者，

用花表达自己对生态环境的热爱和尊重。

花艺设计项目裁判介绍，单纯通过花

艺摆场、布置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目

前急需专业的能够整体把控空间氛围、风

格以及细节布置空间的高级花艺师的介

入。这项技能竞赛不仅是一次技艺的角

逐，也为人们了解和热爱花艺提供了契

机，鼓励更多人投身这个充满创意和挑战

的领域。

形象造型设计项目竞赛则紧跟时尚

潮流，要求选手手绘形象造型设计图，根

据模特体型和个人特点挑选合适的服装

款式和颜色，配合礼服进行美甲等妆饰，

作品由模特T台静态和动态展示。

“随着全民审美意识的提高，人物造

型等美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市

场亟需补充大量高技能人才。”选手尤自

峰在东莞从业26年，见证了形象设计师群

体从进入公众视野到进入国家职业大典，

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职业门类的历程。

他认为，通过比赛，不仅能够提升选手的

审美能力和设计水平，更能够引领湾区时

尚潮流，推动湾区时尚产业的发展。

10月11日上午，“中国梦·劳动美——

广东职工文体汇”首届广东省职工风筝邀

请赛于阳江市南国风筝竞赛场拉开帷

幕。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省的30支职

工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共展

技艺。

工会助力 风筝腾云起

赛场上，各式各样的风筝争奇斗艳。

以阳江传统鲳鱼风筝作为主要骨架，以橙

红色调为主，主画面展现了工匠形象，尾

部坠着6米长的“劳动光荣”标语的阳江工

会特色风筝；印着“工会助力腾云起，珠海

之翼展风姿”宣传口号、面积达100平方米

的巨型风筝，在天空中成了“显眼包”。“这

是我们特意为这次比赛制作的巨型风筝，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珠海市总

工会代表队队员傅力普介绍，这个巨型风

筝因为翼展面积比较大，随着风向不停的

转变，需要人工进行干预调整，必须有4名

以上的队员进行配合，为此，他们还专门

进行特训调试风筝。

深圳市总工会代表队带来的 30 多米

长的软体鳄鱼风筝、心型风筝也深深吸引

着观众。“这个鳄鱼风筝是我们团队七人

一起设计创作的，耗时近三个月，今天场

地环境和风力都很好，我们放飞到了60多

米的高空上。”代表队队员廉伟波来自黑

龙江，从小喜欢玩风筝，“来到深圳工作后

压力很大，放风筝也成了自我放松的一个

项目，周末就喜欢跟队友相约去放风筝。”

比赛当天早上六点，佛山市总工会代

表队的戴金龙早早到备赛区准备，为了此

次大赛，他和四名队员准备了近 50 只风

筝。“我们有海洋类的鳐鱼、章鱼风筝，也有

卡通类的风筝，还有传统的灵芝风筝等。”

刚放飞完一只21米长鳐鱼风筝的戴金龙

说，光是鳐鱼风筝就备了五只，最大的有30

米，根据不同风力，放飞不一样的风筝。

戴金龙表示，大赛为各地风筝爱好者

搭建了交流平台，他们提前一个礼拜来到

比赛场地踩点，各地参赛队员互相交流场

地环境，还去拜访了阳江当地制作风筝的

老师傅。对此，茂名市总工会代表队的李

龙进也表示认同，“这次竞赛吸引了众多

风筝爱好者，大家一起交流风筝制作技

艺、放飞技巧，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技能的

机会。”

现场教学 传承风筝制作技艺

北有潍坊，南有阳江。作为全国风筝

之乡，阳江风筝制作技艺享誉全国，以“工

艺精巧、放飞技高、惟妙惟肖、形神兼备”

等特点著称，并于2006年入选广东省第一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紧张激烈的比赛，大赛还注重文

化传承与创新，通过非遗传承人教授技

艺，展示阳江风筝的历史、文化与技艺，增

强传统文化认同感。观众也可以参与DIY

风筝制作，体验从创作到放飞的乐趣。

“从选竹料、晒竹、劈条，到扎制、蒙

纸、绘图上色，我们严格遵循‘扎、糊、绘、

放’传统风筝制作技艺，十几道工序全部

用手工完成。”在展示区，阳江风筝省级非

遗传承人梁玉泉和女儿梁淑娴忙着为观

众介绍风筝制作技艺。下午比赛结束后，

父女二人更是深入赛区，为阳江三中的学

生现场教授风筝放飞技巧。

记者了解到，阳江在全国率先探索将

风筝作为普通高中面向应届初中毕业生

特长生招收项目。2024年4月，阳江三中

对外招收了10名风筝项目特长生，成为我

国首个招收风筝项目特长生的高中。

当天，许多选手还在参赛之余来到毗

邻南国风筝竞技场的阳江风筝馆，探秘风

筝之都，近距离感受阳江风筝的魅力。

工会特色风筝在空中成了“显眼包”

■花艺设计项目比赛现场。 全媒体记者林景余/摄

■参赛选手放飞大型鳐鱼风筝。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摄

■全媒体记者王艳

■全媒体记者黄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