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青藏高原的18年
里，刘争平累计行程
超过 11 万公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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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换来宝贵的冻
土数据，让高原铁路
不断向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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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开拓者

近日，一场场角逐我

国技能巅峰的比赛

项目正式开赛，约

900 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能工“小”匠们

汇聚上海国家会展

中心，参加他们职业

生涯中一次重要的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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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

迅速崛起，产业影响力与日俱增。我国

是引导人工智能创新和发现人工智能机

遇的绝佳市场，越来越多的全球人工智

能专家正在向我国集聚，都在不约而同

地关注我国的创新机遇。

“天时地利人和”
让我国最具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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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青岛先后在“一带一路”沿线

26个国家举办了39场以“通商青岛新丝

路、经济合作新伙伴”为主题的“丝路对

话”活动，引进世界500强46家，“走出

去”企业达1400多家。

全球“大咖”
纵论人工智能新方向

□ 叶昊鸣 周 蕊

匠心筑梦，实干兴邦。

近日，一场场角逐我国技能巅

峰的比赛项目正式开赛，约900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小”匠们汇聚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参加他们职业生

涯中一次重要的“考试”。

除了“主角”们，来自全国各地

技工院校的学生和老师、企业代表

及来自各省区市的人社部门负责人

也齐聚上海，共同为2018年我国技

能大赛——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

国选拔赛加油助威。

工匠精神与人文关怀
“硬”“软”兼备

在会展中心的14号场地内，正

在进行飞机维修项目的比赛，头戴

照明设备的年轻选手们仔细检查着

面前直升机的尾翼。这个在平时并

不常见的项目吸引了众多观众，纷

纷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场景。

“一名飞机维修师的维修任务

清单有时高达几百个项目，对技能

人才从细微处发现隐藏问题并及时

修复的能力要求非常高。”飞机维修

项目裁判员孙建英说。

在赛场另一端的49号场地内，

头戴橙色安全帽参加重型车辆维修

项目的选手也在紧张地操作着，不

时有选手将身子埋进硕大的车辆内

部进行检修。

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包括

飞机维修保养、重型车辆维修等项

目开始备受关注，这既能让技术能

手大展身手，也彰显了中国制造业

领域的工匠精神。

而除了工匠精神“硬”实力的体

现，人文关怀的“软”实力也成为此

次比赛关注的重点。

“您愿意配合我吗？”“我能坐下

来跟您聊一会儿吗？”……伴着一声

声轻柔的问询，身着健康和社会照护

项目服装的选手眼神真切，不断询问

躺在病床上“患者”的身体状况。

“我国的健康和社会照护在此

次比赛中首次亮相，填补了我国在

这一比赛领域的空白。”健康和社会

照护项目的裁判长周嫣说。

与传统护理相比，周嫣认为健

康和社会护理更加注重人文关怀，

每一名与健康相关专业的人员都应

具备。“目前国内市场对这一专业有

大量需求，也将倒推这个行业进一

步发展。”周嫣说。

正确引导科学培养技能
行业兴趣爱好

今年15岁的杨俊杰是上海市崧

泽中学八年级的学生。平日对汽车、

机器人、电器感兴趣的他，也在比赛

期间和小伙伴来到了比赛现场。

“第一次现场观摩，很长见识，

现场比在网络上看的图片要真实精

彩得多。”杨俊杰表示，看过比赛后，

自己对技能职业也有点“心动”。

上海市徐泾中学的德育教导老

师朱鹰也带着自己的学生来到了比

赛现场，精彩的比赛吸引了学生们

的目光，也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兴趣

爱好的种子。

“相较于学习，或许有一部分学

生对职业技能更感兴趣。要引导他

们的兴趣，让他们意识到成为技能人

才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朱鹰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少技

能劳动者从事技能行业的工作，始

于兴趣爱好，这需要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引导，也需要以科技作为催

化剂。

在展示区域内，一名费斯托工

具的员工正在展示公司研发的机

器，这种机器能够快速精准地按照

个性化模具制作木制家具，满足市

场中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定制需求。

“很多青年人不愿从事木工行

业，一部分原因是传统木工行业的

制作手法相对保守，制作速度慢，要

花费大量时间积累经验。”费斯托工

具董事总经理张俊明表示，使用费

斯托的机器，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

在短时间内设计、制作出精美的木

制家具，即便与熟练的木工相比也

毫不逊色。

“科技发展让不少青年人能够

更方便、更轻松地接触和完成技能

行业的工作，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工

作有一定的了解，有助于培养他们

的兴趣爱好。”张俊明说。

多措并举提升技能劳动者
自豪感荣誉感

长期以来，技术工人的短缺严

重影响着我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

进程。截至目前，我国有技术工人

1.65亿，其中高技能人才4700万，仅

占就业人员的6%。

何以出现这种现象？这既因为

我国技术工人的体系评价、工资待

遇、社会保障依然与学历挂钩，也与

轻视技术水平的社会氛围有关。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随着我

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无论在国

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开始对技

术工人的重要性予以关注。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关于提高

技术工人待遇的意见》，提出要加强

高技能领军人才的服务保障、政治

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等，从国

家层面上鼓励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在比赛期间，来自江苏、山东、

湖北、重庆四个省市的人社厅（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从经费、荣誉等

方面对本省市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

赛上获得荣誉的选手予以奖励，以

激励技术能手努力拼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

力建设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希望通

过比赛为我国技能人才的培养树立

科学指导标准，提高技能劳动者的

自豪感、获得感、荣誉感，进一步营

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能工“小”匠逐梦工匠精神

□ 杨 飞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

态，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

力。当前我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

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率远

低于发达国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

国能否在未来发展中后来居上、弯道超

车，主要也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发

展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步伐。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补齐自主

创新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

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

次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曾深刻分

析了我国自主创新面临的形势任务，为

坚定创新信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指明

了努力方向。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

主要特征的激烈国际竞争，必须加大自

主创新力度，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

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

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坚定创新自信，推进自主创新。在

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

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

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新从来

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当

然，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既不能妄自菲

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必须聚四海之气、借

八方之力，通过补短板、挖潜力、增优势，

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在更

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

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一流的创

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

主导权。而今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就

必须改革完善科研人才引进、使用和评

价、激励等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

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既鼓

励创新也宽容失败，使人才各尽其能、各

展其长、各得其所，让人才价值得到充分

尊重和实现。

“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

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我们不能总

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

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

附庸。也只有把核心技术握在自己手

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这就需要广大科技

工作者坚定创新信心，勇于攻坚克难，以

更加卓越的创新成果抢占科技竞争和未

来发展的制高点，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作出新的贡献。

推进自主创新
建设科技强国

2424小时智能无人小时智能无人
便利店便利店落户唐山落户唐山

近日，24小时智能无人便利

店开始在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的

部分社区和街头运营，为群众提

供了方便快捷的购物场所。据了

解，消费者在这种智能便利店购

物，可通过微信、支付宝和该超市

APP扫描二维码开门，将选购的

商品放置于自动收银台上，即可

扫描屏幕中出现的二维码进行付

款交易。图为一位市民在24小

时智能无人便利店内选购商品后

扫描二维码付款。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 张京品 王 军

一生执着于一条线——青藏铁

路，专注于一件事——研究冻土，这

就是刘争平！

刘争平今年 47 岁，1993 年从

西安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兰州工作，

成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的一名科研人员，从此与铁

路结缘。

青藏铁路是新世纪国家重点工

程。2000年，刘争平走上高原，成为

青藏铁路的“探路者”。

困扰青藏铁路建设最大技术

难题是高原冻土。“冻土是含有冰

的各种岩石和土壤，受工程的影

响，极易产生融化下沉。”刘争平

说，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要穿越

连续多年冻土区550公里。如何保

证修建中冻土不融沉、路基保持稳

定，被西方铁路界认为是“无法攻

克的世界性难题”。

从2000年~2001年，刘争平和

同事迎冰雪，蹚河水，战黄沙，努力获

取准确的冻土数据。

“最难受的是在五道梁兵站过

夜，半夜经常被冻醒、缺氧憋醒，成宿

成宿睡不着，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

坚持不下去了。但想着冻土研究事

关青藏铁路的建设，熬一熬，就坚持

下来了。”刘争平回忆。

他的搭档胡涛说，五道梁海拔约

4700米，到五道梁的第二天，刘争平

在洗碗的时候就晕了过去，大家劝他

下山“缓一缓”，但他坚持不下山。

靠着这份坚持，刘争平和他的团

队经过艰苦的现场调查，获取了12

万组数据，组织完成了青藏铁路沿

线冻土区800多个地温观测孔的测

试工作，绘制了国内首张1：200,000

大比例尺的《青藏铁路冻土地温分

区图》，创新形成世界领先的整套冻

土综合勘察技术，编制完成冻土工

程技术的“中国标准”，为青藏铁路

建成世界一流高原冻土铁路铸就“定

海神针”。

2008年，凭借在青藏铁路建设

过程中“多年冻土的技术处理措施”

的研究成果，刘争平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特等奖”。

奋斗没有终点。青藏铁路刚建

成通车，其延伸段——拉日铁路就进

入勘察设计阶段，刘争平继续为高原

铁路“探路”。

拉日铁路是我国目前穿越地热

区间最长、区间地热温度最高的铁

路，铁路经过地热段长约47公里，探

明最高热泉温度达88℃。

2010年拉日铁路定测期间，刘

争平每月至少要跑5趟，行程近3万

公里，主持绘制了我国第一张雅鲁藏

布江峡谷区1：10,000地温点分布

图，为铁路选线、工点布置提供了最

直观的依据。

在青藏高原的18年里，刘争平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用自己艰

辛而坚定的足迹，换来宝贵的冻土数

据，让高原铁路不断向前延伸。

执一事，终一世。今年年初，刘

争平获得首届“藏地工匠”光荣称

号。他说：“人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

事就够了。”

执 一 事 终 一 世
——记研究高原铁路冻土的“探路者”刘争平

随着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
都开始对技术工人的重要性予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