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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功夫”拿捏“意料之外”

在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世界技能大
赛抹灰与隔墙系统实训基地，记者看到
了熊首钰。他戴着隔音耳机，仍在坚持
练习。在他身边的工具箱内，摆放着大
大小小上百种零件。

拆了装，装了拆，就是对这种“枯燥”
的不厌其烦，才让他站上了世界技能大
赛的领奖台。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
系统项目共4天赛程、6个模块、18.5小
时比赛。持续高强度的操作，却要求选
手做到接近0毫米误差。每个数字都是
对体力与意志的双重考验、对效率与精
准的双重磨砺、对匠技与匠作的极致追
求。

“比赛期间用的材料板有七八十斤
重，比国内四五十斤的材料板重了很
多。但要求我们把‘V’字槽的连接线切
割得像纸一样薄。”熊首钰回忆起比赛现场遇到的
棘手变化，至今历历在目。他说，这意味着，此前
通过五年来夜以继日地练习才锻炼出的“手感”，
可能不再准确。

即便如此，熊首钰也没有慌乱。凭着“点滴之
功”，他仔细操作，精准地完成了切削，厚度近12
毫米的木板，被他几刀切至不到1毫米，能像纸一
样折叠起来。

但“意料之外”并没有结束。当世赛进入倒计
时，熊首钰带着具有川渝特色的熊猫创意，信心满满
地亮相创意板块项目。原本每个动作都练习多次形
成肌肉记忆，却因为硅胶模具长时间未使用，让熊猫
的耳朵塌下去粘住了，导致石膏没有灌满耳朵。

看着少了一半的熊猫耳朵，熊首钰依然很镇
定。“在学校训练的时候，教练经常教导我们心态
上要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方法上则要懂得‘以变
应万变’。”面对突发情况，熊首钰迅速调整状态采
取补救措施，抓紧时间又单独翻出一只熊猫耳朵，
一比一粘贴上去，最终呈现令人惊艳的熊猫作品。

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能够顺利迈过“第100
步”，全靠前面“99步”的积累。

备赛的5年里，他为了拉好一根线条，练习到
凌晨2点钟；为了砌出平整到完美的墙体，练到右
手比左手更粗壮；为了熟悉比赛规则，用满满4页
纸记录世赛注意事项，对大赛要求的近150种设
施、20种材料谙熟于心；为了备战世赛，他除了吃
饭睡觉，每天沉浸于图纸分析、轻钢龙骨搭建结
构、抹灰涂饰……

训练时，熊首钰所练习的题量比世赛重，时间
卡得比世赛紧，每次必须预留出30分钟做最后的
检查，而正是这最后的30分钟发挥了扭转全局的
作用。他做到了不留遗憾。

对于这一路艰辛，熊首钰却说：“只有‘硬功
夫’才能拿捏赛场上所有的突发情况。成千上万
遍的重复打磨，只是成为‘匠人’的第一步。”

“犟娃儿”走上“技能之路”

今年22岁的熊首钰出生于南川区的一个小
乡镇。小时候，他一直是大人眼中的“乖孩子”。
但是进入初三之后，“叛逆期”里的熊首钰开始在
教室里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挨到了高一，他做了一
个决定：放弃学业，外出打工。

当时，所有人都说：“熊首钰，你太犟了。”
而这次的“犟”也给他扎实地上了一课。因为

没有一技之长，他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发传单、餐
厅打杂到工地小工，每一份工作都让他身心俱疲。

去外卖餐饮店打工时，因为没有钱租房，熊首
钰就睡网吧。一天要干12个小时，一天90块钱。

“当时在那里干了3天，就没有干了，因为感觉特别
难熬。发传单就是一天不停地走，可能一天都要
走好几万步。”他回忆，去工地，可能是干的工作中
最累的。每天搬水泥，当小工。只去了两天，皮肤
就已经黝黑了，有的地方的皮肤就被晒掉了。熊
首钰说：“其实，那时候更多的是想证明自己不读
书也可以成功。然后，我明白了，没有技术是找不
到好工作的，纯纯地感觉自己就像一部机器。”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
隔墙系统项目金牌得主是，中国队选
手熊首钰！”身披国旗，紧握奖牌，领

奖台上的熊首钰大喊了两声。这两声，吼出了
他5年冲赛以来的艰辛和不易，也吼出了中国技
能青年的一腔热血。

高中时叛逆，却靠着手中的铲刀“扶墙而
立”，站上世界技能巅峰。回到家乡重庆，这位
00后少年又一头扎进了实训室，他说：“我圆梦
了，但帮助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以技报国’，我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所以一刻也不能停。”

在经历了四五个月的打工之后，熊首钰开始思考自
己的未来：要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要有一技之长。

因为有着在建筑工地打工的经历，2019年，熊首
钰的父母把他送到了重庆建筑技师学院，学习建筑施
工。机缘巧合的是，学校恰好是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的国家集训基地。在一次技能展示活动中，熊首钰找
到了自己的热爱。

但父母却认为，建筑施工专业更适合未来找工作，
不同意他加入集训基地。这次，熊首钰又“犟”了。他
说：“我觉得师兄们做出来的作品特别好看，这个就是
我想学的技术。”这次，他的父母仍选择让他“放手一
搏”。

真正开始学习时，熊首钰才发现这个项目其实很
难，对体能的考验特别大。他坦言，一开始学抹灰，他
就是抹不平，整个墙面特别难看。那段时间，他甚至怀
疑自己不适合搞这项技术。

但每次他想放弃时，就会记起打工的日子，又硬着
头皮回来继续练。熊首钰认为，抹灰就是熟能生巧的，
更多的是手感。“我‘犟’啊，就一直练习这项手艺，手腕
也特别疼。不知道一天练多久，我记得最凶的一次，练
到凌晨2点。”熊首钰说，但所有的苦都要比打工时好
很多，毕竟一个看得见目标，一个找不到未来。

“准冠军”还有“新愿景”

熊首钰告诉记者，获得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并不
是他一个人的荣誉。“这一路上，有太多帮我的人。”

今年26岁的王传才就是其中一个，他是高级技
师，也是王传才建工工匠工作室负责人，熊首钰的技术
教练兼班主任。在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完全展示出
咱们中国在这个项目的顶端技术”是熊首钰坚持五年
磨剑的动力源泉，更是技能报国的初心使然。

为了这个“初心”，王传才拉了熊首钰不少次。因
选拔赛结果的不理想，熊首钰两次想放弃，但都被年龄
相近的王传才约出去“吃饭”。

“我就在他的教室堵人、寝室堵人，反正就要‘捉’
到他，把他劝回来。”王传才打趣，我们重庆崽儿，天大
的困难，吃一顿饭就解决了，没有什么过不去。他笑
道：“这些年，我和他一起吃过的饭里都是兄弟情。”

记得2020年，熊首钰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
重大挑战——参加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重庆市选
拔赛。虽然赛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最终还是以第
四名的成绩遗憾落选。这次失败让他深感沮丧。

强烈的“打击”让熊首钰萌生退意。“我觉得自己当
时已经很努力了，但成绩却不理想，所以打击挺大。”熊首
钰说，放弃训练后，王传才去教室“堵”了他几次。拉着
不情不愿的熊首钰走进食堂，王传才一边给他夹菜，一
边说：“熊首钰，如果你觉得付出和收获不对等，那就是
付出得还不够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熊首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
力都投入到了训练中。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坚持
每天至少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他虚心向教练请教，与
同学们交流心得，不断寻找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终于，在2023年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他
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并
成功入选国家集训队。

“学技能，只有付出得足够多，才能看到收获。”这
句话，至今都牢记在熊首钰心里。

张守生是专家组组长，在熊首钰眼里也十分严
格。尤其在5个国家基地间走训时，在张守生的带领
和陪伴下，5个国家基地通力配合，从训练环境、耗材、
工具、赛题等方面，为熊首钰等备赛选手全方面建立了
一个面模拟训练与测试机制。对此，熊首钰很感激，他
说：“这让我能对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有一个提前的了
解与感知。”

采访中，熊首钰想感谢的人还有很多。但当记者
问起，获奖后，他最想得到谁的肯定时，这位重庆小伙
迟疑了许久，说出了两个字“我爸”。

“之前我父母并不同意我干这行，想让我读本来报
名的专业，他们以为我又‘犟’错了，但当我拿回金牌后，
我爸打来电话说‘这个成绩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你的辛
苦终于有了回报，接下来，还要把未来的路走好。’”熊首
钰笑道：“还有什么比让父亲肯定更高兴的事呢？”

说起将来，熊首钰也已然有了规划，就像他对父亲
说的那样：“爸，我已经是一名职业教育的老师了，我也
会培养出更多青年人为国争光。” 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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