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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闭幕
重庆4位参赛选手斩获3金1银

了不起的“渝将”

黎思吟：学更多的本事，以技报国
19岁的黎思吟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学

生，参赛项目为数字建造，重庆选手中年龄最
小的一位——这是她个人履历上的“标签”。
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素面朝天的女选手，总

透着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录视频都不笑，是记者对她的第

一印象。但一开口，重庆妹子的“火
辣”却立刻“暴露”：“我觉得自己发挥
得不错，赛场上也‘勇’得很！”

黎思吟说的“勇”，指的是6月24
日的赛场上，因获取题目时需要帮助，
情急之下，她自己找到裁判，一通竭尽
全力地“口语”输出，对方却仍未听懂。

“我紧张惨了，其实应该马上申

请找翻译，再沟通。”事后黎思吟笑着说，虽然
后来问题因翻译到位而圆满解决，但也正是这

“勇”的个性，成就了现在的她。
“其实一开始，我是想学游戏设计的，但当

时学校还没有这门课，就选择了数字建造。”黎
思吟说，理由很简单：这个专业要用电脑。“说
白了，这个专业就像是在电脑上搭一座房子，
不仅要漂亮更要实用、耐用。”在黎思吟如今看
来，每设计并成立一个模板，就像是通关了一
个游戏，令她兴奋。

时至今日，她不仅获得过全国第二届职业
技能大赛“数字建造”项目优胜奖等荣誉，还代
表国家“论剑”世界顶尖技能人才。但黎思吟
直言，最让她骄傲的却不是这些。

“中考失利后，我爸就像是放弃我了一样，
想让我学门技术有口饭吃就行。”对当年的迷
茫，黎思吟说得坦荡，她也一度消沉。直到在
学校李晓倩等老师的指导下走上市级，乃至国
家级的赛场并获得荣誉后，她才渐渐有新的

“通关”目标。
黎思吟永远记得，在2023年春节的家中，

此前一直对“未来”绝口不提的父亲，开始兴奋
地给她规划更宏大的未来。“闺女，我觉得你以
后甚至可以出国去比赛去学习，把技能技术带
回来造福国家。”父亲的话很朴实，却深深刻在
了黎思吟的心里。于是，她在父亲逢人便夸的
自豪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去更高的
赛场，学更多的本事，以技报国。

陈权：走一走学生的路，替他们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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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慧：渴望走向更大更远的舞台

熊哲：让中国的“香气”漂洋过海

昨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落下帷幕，经过为期三天的激烈技能比拼和充分的交流切磋，4位重庆参赛选手获得了3
金1银的成绩。

他们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校的覃慧参与美容项目比拼获得金牌，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陈权参与轨道信号控制技术项目比拼获得金
牌，重庆市公共卫生学校的熊哲参与咖啡制作项目比拼获得金牌，重庆建筑技术学院的黎思吟参与数字建造项目比拼获得银牌。

本次大赛以“技能合作 共同发展”为主题，吸引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名技能精英参赛观摩。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发展需求、
参赛意愿和重庆市办赛条件，设置18个比赛项目，包含数字建造、物流与货运代理、电子技术等。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谭旭 陈竹 黎静

将勇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陈权看来，当老师就是要为学生“谋”

一个锦绣未来。这也是他此次参赛的初衷。
陈权，26岁，重庆城市职业学院信息与智
能制造学院教师，从教3年，参加的比赛

项目是轨道信号控制技术，该技术在
日常生活中运用广泛，如自动开关的
电梯门、轨道门，也运用在智能电器
电路的自动化功能中。

赛场上，一贯以师者身份沉着
冷静的陈权也紧张了一把。尤其刚

拿到题目时，连他也花了20分钟来了
解电路才着手设计，好在慢慢地进入了

状态。

在第一场比赛时，陈权就展现出了自己
极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提前半小时便
完成了考核。“其实，我参赛就是想走一走学
生的路，用他们的视角看一看赛场。”陈权说，
只有这样才能更贴近学生，理解他们。所以，
哪怕刚开始还有些“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顾
虑，但他依然选择放下师者身份，走进赛场。

在他看来，不管结果如何，这场比赛已经
让他收获丰硕。

“有一次，我的学生在参赛期间犯了不该
犯的错误。在比赛即将完成时，他忘了接通一
个电源开关，导致整个测试最终失败，我当时
非常生气。”陈权认为，这样的粗心是不应该被
理解的，直到他自己也走上赛场。

2023年，陈权参加了行业大赛，紧张、高
强度是他的赛场“初体验”。比赛结束后，他
突然对学生的“粗心”释怀了，“在那样的环境
下，什么错误都是有可能犯的。”

怎么规避？就是他这位老师需要替学生
“谋划”了。

从赛场回到学校后，陈权开启了对学生的
“缩时”训练：把1个小时的任务压缩到55分钟，
再压缩到50分钟或者45分钟。有了平时的积
累，赛场上的学生们明显不再赶时间，放在认
真仔细上的精力也越来越多。

“我最骄傲的学生，已经拿过国赛一等奖
了。”说起自己的爱徒，陈权禁不住笑起来，满
是自豪。

“嗞——”咖啡制作赛场上，落针可闻，只
有咖啡豆研磨机的声音格外清晰。装饰、摆
台、研磨、萃取……赛场上，熊哲身穿围裙，
表情专注，一举一动优雅流畅。随着咖啡
缓缓倒入杯中，花香与果香柔和交织，蔓

延开来，引起观赛者们的啧啧称赞。
熊哲，25岁，重庆市公共卫生学校咖啡课

教师，也是本次咖啡制作比赛中唯一的中国选
手，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单看赛场上的熊哲，很难想象，就在几年
前他还只是个对咖啡一知半解的“门外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咖啡都是又苦又
涩的，曾经的我也是这样认为。但当你真
的遇到一杯精品咖啡时，就会发现咖啡真
正的魅力。”熊哲说，他是在2019年遇到的
属于他的那杯精品咖啡。

彼时，熊哲刚结束在英国谢菲尔德哈勒
姆大学酒店管理系的学习，回国后，许久不见的

朋友邀请他去家中品尝咖啡。朋友热情地拿出
了两款精品咖啡豆招待，兴致勃勃地介绍它们
的独特之处。起初熊哲还不以为意，但随着制
作流程一步步推进，一股霸道的果香突然席卷
而来，“第一次知道原来咖啡可以这么香。”

由此，探索咖啡制作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
打开了。

对咖啡一窍不通，他就自己报名上培训学
校，每天练习做咖啡，直到把自己练成咖啡课老
师。拉花拉不好，他就天天拉花七八个小时，从
桃心、树叶练起，直到能在10厘米宽的咖啡杯中
画龙、画凤凰。为了更好地理解咖啡专业术语，
回国多年他还依然保持着练习英语的习惯，脱口
而出便是一连串专业表达。

但时间一长，熊哲就更想把中国本土的咖
啡推向世界。为此，他在参赛作品中采用了云南
保山的咖啡豆。

不仅如此，在这次咖啡制作比赛中的创意
咖啡环节，熊哲带来的作品就特地融合了云南的

茶叶、巨峰葡萄和台湾
的文旦柚。

“ 我 准 备 了 一 个
月，反复挑选、搭
配、实验、品尝、推
翻，最终制作而
成。”熊哲为这
款咖啡命名为

“仲夏夜”，是
他记忆中小
时候在故乡夏
天的傍晚，躺在
葡萄树下乘凉的美
好回忆。

“让越来越多人认识
到中国的好咖啡！”这是熊哲参加本次比赛
的初衷。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 姜念
月 林红 王旭睿

一丝不苟的盘发、整洁的制服、姣好的容貌、精致的妆
容，一开口，声音温和，落落大方。这就是覃慧，柔美得能让
人一眼猜出，她参加的一定是美容项目。

覃慧，22岁，来自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校。她所
参加的美容项目是观赛最多的项目之一，包括高
级面部护理+mini手部护理，简单面部护理+
身体护理，法式指甲+化妆三个模块。

赛场上，覃慧举手投足沉着冷静。白炽灯下，
她不紧不慢地轻轻挥动着化妆刷，一笔一画，精准
到位。随着笔触不断抬起落下，一个色彩鲜艳、利

落干净的妆容很快便成功“出炉”，惊艳全场，连模特
本人都禁不住啧啧称赞。

任谁也看不出来，化妆并不是覃慧的强项。“化
妆非常需要审美，这一方面我还有所欠缺。”为了弥

补短板，覃慧时常看电影、名画和时装秀，从中
汲取灵感，学习对美的表达。赛后，她说得温
柔又谦虚，与赛场上落笔时的果决、提笔时的
精准判若两人。

入学第一年，覃慧就通过选拔进入了集训
队。但刚训练时，在一堆天赋卓绝的“种子选
手”里，她并不突出。比如，每当训练贴睫毛、画
指甲等微操项目时，覃慧总是练不好，学了很久
也没有学会。“当时想过要不干脆放弃算了，但
还是不甘心，想着再坚持一下，再试试看。”

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覃慧给自己开启
了“魔鬼训练”。一个晚上要画几十对指甲，画
完之后抬起头，久不活动的颈椎咯吱作响；为
了做好身体护理的脱毛环节，光是涂蜡，她一

天都要练上几百次。
美容比赛动辄一两个小时，对选手的体能

也是一大考验。为了提高身体素质，每天早上
7点，覃慧还要进行体能训练，扎马步、俯卧撑、
手部操轮番上阵。白天主体技能训练过后，晚
上她私下又得复盘一遍，并且加练彩绘等不需
要模特的技能。

说好的“再坚持一下”，一不小心却坚持
了几年。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下，时
至今日，凭着这韧性，覃慧已获得过第二届全
国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金牌。

今年3月份，覃慧已经拿到了第47届世界
技能大赛的“入场券”，9月将赶赴法国里昂参
赛。她真的一步一步走向了更大更远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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