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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实习生 刘振宣

产品隐去标签信息静待“盲评”、各种生

产原辅料被逐一采样列入品评样本……9 月

6 日下午 3 点，全国技术能手、青岛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品酒师朱蕾和同事们一起步入品评

室，大家静心端坐，准备逐一品鉴。

朱蕾先将桌上的啤酒拿到眼前，端详其

在不同光线条件下折射出的色泽和泡沫形

态，随后摇晃酒杯、靠近鼻尖，感受啤酒散发

出的香气，最后再将啤酒轻轻入口，让啤酒与

舌尖、口腔充分接触。

朱蕾没有一句言语，目光始终没有离开

手中的啤酒，仿佛在与啤酒进行着“秘密对

话”，感受着啤酒的生命力。近 20年来，几乎

每天，朱蕾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对话”。

舌尖探索“百味芳香”

2002 年，“青岛大嫚儿”朱蕾成为青岛啤

酒的一员，起初她的工作并不是品酒师，而是

包装车间的一名工艺员。

“公司每季度都会在员工中选拔品酒师，

朱蕾在初选时就展现出过人的天分，对啤酒

风味物质的识别能力远超一般人。”朱蕾的师

傅王海霞回忆说。

学习品酒不仅要有天分，还要有坚持的

毅力。

初学品酒时，朱蕾的鼻子和舌头每天都

要和各种风味物质“打交道”，时间久了感官

就会麻木，只能等到恢复灵敏度后再继续练

习。对此，朱蕾打趣说，当时感觉连吃白米饭

都有啤酒味。

品酒师不仅要学会精准识别啤酒中的

100 余种风味物质，还要会感知醇、酸、酯类

等风味物质的味道。这其中，硫化物因为挥

发性强，味道转瞬即逝，非常难识别。

“许多品酒师都会选择放弃识别这个味

道，但朱蕾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一有空闲

就来练评室训练，还摸索出了一套准确识别

硫化物的方法。”王海霞说。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10 年，26 岁的

朱蕾代表青岛啤酒参加了国家啤酒评酒委员

选拔考试，经过 33轮比拼，一举夺魁，成为当

时全国最年轻的国家级啤酒品酒师。

和啤酒相关的物质都要“品”

在记者跟随朱蕾深入了解啤酒品鉴工作

后，对品酒师这一职业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

朱蕾介绍说，除了品酒，任何和啤酒相关的

物质他们都要“品”，比如麦芽、啤酒花等原料，

比如啤酒生产过程接触的酿造用水、生产用气、

瓶盖内垫等辅料，甚至是刷洗酿酒设备用的冲

罐水都需要品酒师一一品鉴后才可以使用。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品评需要调动

感官对产品风味的协调性进行品味。为了让

产品更具可饮性，品酒师需要不断琢磨，在哪

个生产环节进行哪项工艺改进，以便让一款

酒的一项项具体指标更加协调。

“一名好的品酒师不仅要会尝酒、闻酒和

看酒，还要懂工艺、包材等知识，这样才能帮

助研发和生产团队开发新品和应对各种问

题。”朱蕾说。

在一次例行品鉴中，朱蕾和团队发现某

一款啤酒使用的瓶盖内垫有细微的异味，可

能会影响啤酒口感。通过对从生产到运输

的各个环节逐一排查，最终发现是供应商为

了增加内垫延展性添加了大豆油而导致的。

朱蕾说，品酒师的工具就是自己的眼睛、

鼻子和舌头等感觉器官。“味道看不见、摸不

着，品酒师是连接啤酒和消费者味蕾的重要

桥梁，要学会与啤酒‘对话’。”

味觉的传承

成为国家级品酒师后，朱蕾接过了传承

的接力棒，和其他品酒师一道不断优化啤酒

的品评体系，建立和推广了全过程品评把关

体系等一系列品评标准。

为了授之以渔，朱蕾也当起了师傅。在

五年一次的全国大赛备赛中，她结合自己参

加第三届全国大赛夺冠的经验，对参赛选手

进行针对性指导，还帮助徒弟亓静在“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臻麦’杯第

四届全国啤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冠。

“朱蕾为了让选手能更好地感知不同风

味的啤酒差别，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了国内

外 60余款啤酒，连当时比赛的评委都对此感

到惊讶。”王海霞说。

今年开学季，朱蕾的身影出现在了齐鲁

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部的新生报到处，她又

多了一个新身份——生物技术与工程专业硕

士研究生。

朱蕾说，希望把这些年积累的从业经验

和理论知识结合起来，不断拓宽自己的职业

视野，“我会继续坚守在啤酒制造一线，为消

费者把好口味的第一关”。

朱蕾不仅能精准识别啤酒中的 100 余种风味物质，还能“品”出酿造用水、生产用气、瓶盖内垫等辅料的优劣——

职 场 品“ 百 味 ”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与钢筋水泥“过招”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邹明强 本报通讯员 朱雅婧

“37摄氏度，可以进行安装。”在缕缕朝阳里，王雄站在铺

满焊接构件的屋面，对打胶区铝单板进行测温，随后他一边检

查施工情况，一边在本上记录 QC课题所需数据。

28 岁的王雄是中国一冶荆州市中医医院项目的施工经

理，从施工员成长为施工经理，他只用了 4年时间。

合理安排当天施工内容，协调解决施工难点，是王雄每天

的主要工作。他介绍说，项目正在进行悬挑铝单板幕墙安装，

由于高空作业，加上幕墙龙骨结构复杂，施工存在很大难度。

为确保工程质量，王雄带头对悬挑铝单板幕墙安装中存在的

问题展开技术攻关，与项目团队一起给建筑穿好、穿牢“外

衣”。眼下，荆州市中医医院项目的“外衣”已经穿上了 40%，

预计 2023年 5月交付使用。

“工地是个磨炼人的地方。”他坦言，刚到这个高强度、快

节奏的工作环境，很不适应，枯燥而忙碌的工地生活一度让他

感到迷茫。不过，在工地摸爬滚打了几年后，王雄渐渐爱上了

这份工作。

和他一样在工地上忙碌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笑起来有

点腼腆，一进工地就开启“唠叨模式”的廖小伟；体格壮硕，每

天在工地上“暴走”的刘澄；带着黑边眼镜，一头扎在工地学艺

的王洵。这群与钢筋水泥为伴的 90 后肤色黝黑、体格健硕，

用技术和创新为工地注入活力，将图纸变成现实。

“年轻人吃点苦没什么。”今年是王洵参加工作的第 3年，

他得空就跑到老师傅身边学艺，“工程每天都有进展，每天都

有新东西需要学习。”

看图纸、泡现场、抓施工，挤出时间搞创新，王洵已经参与

完成了 60多项专利，成了公司里的发明能手。

从起初的略显青涩到现在的游刃有余，项目负责人张洪

涛亲眼见证了这些年轻人的蜕变，“建筑一天天长高，这群年

轻人也一天天在成长。”

这个 28人的项目团队，平均年龄 31岁。除了 QC 课题攻

关，他们还在进行 3项技术研发项目和 12项专利申报。

云彩的机台“操作经”

0000后闪后闪亮世界技能之巅亮世界技能之巅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冠军掠影

本报通讯员 黄晓辉 佘益玲

深秋，湖南长沙。晨光中，45 岁的云彩迈着轻快的步子

走向熟悉的车间，一头乌黑长发扎成利落的小辫轻轻摆动。

1994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长沙卷烟厂，28 年来，她把机台当作

自己的舞台，不断成长，成为企业第一个女操作技师、行业内

首批操作技师，并获得长沙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当天，云彩要开始职业生涯的一段新旅程——从 54号进

口超高速设备“转战”32号国产超高速设备。

接班工作开始，她按下清空按钮，靠近防护罩，透过玻璃

俯身观察设备运行情况，然后是一系列行云流水般的精细保

养操作。“磨刀不误砍柴工。”云彩一直十分注重设备的保养，

她把机台当作自己的伙伴，精心呵护。

下午，4 点 30 分，云彩将 32 号机台的当天产量报给核算

员：“435件。”

核算员有些惊讶，“54 号机台的数据是 434 件，居然比 32
号机台还少了一件，操作明星果然不一般。”

要知道，操作新设备之前，云彩参加培训学习、研究设备

操作，可谓做足了功课。在新岗位上，她把自己当作一张白

纸，重新开始。

日常工作中，云彩创新创效的金点子总是层出不穷。

工友们清晰地记得，历时一星期、试验近百余次的超高速

机“条烟输送堵烟报警”工艺改进，就是在云彩的主动要求与

坚持下完成的。

生产中，云彩观察到超高速设备堵烟后，不仅操作难度增

大，停机、剔除残次品的次数也会增多。于是她带着问题找到

电气技术室技术员苏文艺，主动要求在自己的 54号机台上进

行试验，寻找解决方案。

一次调试不成功，她马上整理机台，配合技术员重新调

试，在近百次的试验后，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解决了堵

烟故障难题。这一技改项目也获得了车间技术改进二等奖。

针对高速机条包侧面缺陷检测存在盲区的问题，她积极

参与技术改进，提出实施高速机侧面成像检测的改进方案。

她撰写的技术论文对解决机台小盒喷胶嘴喷胶不畅、乳胶过

滤杯清洁等问题都产生了助益。

云彩还深度参与了车间国产超高速设备的课题研究，在

助力车间精细化生产的过程中，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增添了

色彩。

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精细木工
项目冠军邵茹鹏（左），家具制作项目冠军李德
鑫（中），木工项目优胜奖获得者王纵横（右）。

②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数控铣
项目冠军周楚杰在比赛中。

③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移动应
用开发项目冠军杨书明。

受访者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记者 王维砚

最近一段时间，一群 00后“刷屏”了。

这群凭借高超技能攀上世界技能之巅的年

轻人，成为聚光灯追逐的焦点，被世界“看见”。

9月中旬至 11月下旬，2022年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作为 2022年上海第 46届世界技

能大赛替代活动，在 15个国家分散举办，共

设 62个比赛项目。我国派出 36名参赛选手

赴瑞士、德国、法国、芬兰、韩国、日本、奥地

利等 7个国家，参加 34个项目的比赛。

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作“世界技能奥林匹

克”，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

能竞赛，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

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这群平均年龄 22岁的技能小匠表现出

色，在已经完赛的 27个项目上，共斩获 15金

3银 3铜和 5个优胜奖。

邵茹鹏、李德鑫、顾俊杰、吴鸿宇、周楚

杰、杨书明、罗凯、陈新源、李小松、陈智勇、

侯坤鹏、唐高远、马宏达、刘泽龙、王珮、董

青……这些闪亮的名字，闪耀世界技能之

巅。他们的冠军之路，也让人们看到了技

能青年向上的力量。

“小木匠”出彩“大时代”

10 月 15 日，瑞士巴塞尔，历时 4 天，近

22 个小时，来自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的

李德鑫终于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

李德鑫在家具制作项目中夺得的金牌，

也是我国自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在家具

制作项目获得的首金。

为了这一刻的荣光，李德鑫付出了近 4
年的努力。

2018 年底，李德鑫开始接触世界技能

大赛。2019 年，他入选校队开始进行系统

备赛，此后经历省赛、行业赛、国赛、国家队

10进 5淘汰赛，“突出重围”的李德鑫得以代

表国家出征。

备赛期间，他几乎每天 8 时就开始训

练，除了吃饭和午休时间，一直到 21时才结

束训练。在特定的冲刺期，他还会加练。“家

具制作需要保持手感，形成肌肉记忆，一天

不练就会感到生疏。”10 月 24 日，李德鑫在

电话里对记者说。

跟机器、刀具打交道，起水泡、擦伤、割

伤在所难免。高强度的训练让李德鑫的左

手磨出了两排茧子，右手磨出了三排茧子。

此次家具制作比赛，要求所有选手各自

制作一个同一样式的立式柜,主要模块包括

柜体、腿架、门板、抽屉、贴皮等,选手还要完

成打磨修整、五金安装等操作，尺寸公差均

不能超过 0.5 毫米。比赛时，选手可以利用

机械辅助加工，但抽屉的燕尾榫必须纯手工

制作。选手要靠“手上功夫”让榫卯配合丝

滑，没有阻尼感。

虽然经历了艰苦的训练，真正站上世界

赛场，李德鑫还是感到紧张，手不自觉地发

抖，“第一天状态并不好，进度明显落后了”。

好在经过调整，第 2天，李德鑫就渐入佳境，

到了第3天，他感觉自己已经在享受比赛。

最终，李德鑫后来居上，在约140个评分点

的综合评选中，以超高精度获得冠军。

“敢于天马行空地想，更要脚踏实地地

做。”李德鑫说，“很庆幸，自己赶上了技能人

才的‘黄金时代’。”

李德鑫的家乡在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县，

这里素有“中国家具之乡”之称，他的身边有

不少亲友从事家具行业。

曾经，他的梦想就是学好技术，在家门

口找到一份好工作。如今，这位“小木匠”有

了更大的梦想，他打算留校任教，同时也继

续读书深造，为世界第一家具制造大国培养

更多“大国小匠”。

人物点评：“小木匠”李德鑫的走

红，正如他在采访中抛出的金句——

“赶上了技能人才的‘黄金时代’”。侃

侃而谈的李德鑫，代表着新一代青年工

匠 的 新 形 象 —— 青 春 洋 溢 ，性 格 阳

光。他的荣耀和成长，也见证着技能人

才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成功不止一

种模板，练好一技之长，同样能走上人

生巅峰。

成长的“代码”永不言弃

当地时间 10 月 17 日，韩国京畿道高阳

市，杨书明身披国旗激动地与其他获奖选手

拥抱，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那一刻，他心潮澎

湃，“7年的努力，终于圆梦。”

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的

新增项目，杨书明也成为这一新增赛项的首

个金牌获得者。

2015 年初中毕业后，杨书明入读广州

市工贸技师学院，出于对打游戏的兴趣，他

选择了与电脑相关的网站开发与维护专业，

随后进入竞赛班学习。

2016 年起，他开始征战第 44 届和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网站设计与开发项目，不

过两次都遗憾止步，未能代表国家参赛。

即使经历了失败的“至暗时刻”，他也没

有想过放弃。“世赛冠军身披国旗登上领奖

台的画面对我一直是一种鼓励。”10 月 21
日，杨书明对记者说。

不惧山重水复，终将柳暗花明。

在与第 45届世赛同期同地举办的 2019
喀山未来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比赛

中，杨书明摘得银牌，这让他有了新目标。

此后，杨书明转换赛道，专心备赛移动

应用开发项目，并在 2020 年获得第一届全

国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冠军，最终代

表国家出战。

移动应用开发项目共有 4个模块，难点

在于选手要在有限资料和较短时间内完成

APP 的相关功能开发。“本次参赛任务是以

世界技能大赛为主题，制作展示性 APP，引

导用户更深入地了解世赛。”虽然，杨书明第

一天的题目并没有全部完成，但是他扛住压

力，在后续比赛中稳定发挥，技高一筹。

回顾漫长的夺冠之旅，杨书明庆幸，自

己一直刻苦训练，没有轻言放弃。

这也是一段他用汗水和努力敲下的成

长“代码”。备赛期间，他每周训练 6 天，每

天 12个小时，8时准时出现在训练场地。“不

要把结果看得太重，要更注重从训练和竞赛

中学到东西。”杨书明总是这样对自己说。

成为新晋冠军后，杨书明的电话一直很

“热”，他接受了 10多家媒体的采访。有 3个

问题几乎每次必问：如何备赛？站在领奖台

上有什么感受？对于未来如何规划？这些

问题也代表着人们对于技能世界冠军的好

奇，想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杨书明告诉记者，备赛过程中发现理论

基础还需要提升，希望有机会继续深造。

人物点评：七年磨一剑，杨书明的

的成长故事在技能成才路上颇具典型

性，技能水平的提升没有捷径，只有靠

时光的打磨和经验的积累。杨书明的

拼搏，也代表着新一代技能小匠的坚韧

与顽强——不断挑战自我，仿佛内心有

座誓要征服的“珠峰”。他的故事也将

激励更多青年人在技能路上永不言弃，

一往无前。

把零件做得漂漂亮亮

站上冠军领奖台的那一刻，来自广东省

机械技师学院的周楚杰放肆呐喊。几年间备

赛的压力和辛苦，都在这一瞬间得到释放。

10月 10日~10月 15日，2022年世界技能

大赛特别赛数控铣项目比赛在德国巴符州莱

昂贝格举行，吸引了来自 20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选手参赛。在6天的比赛时间里，周楚杰稳

定发挥，顺利完成赛程，最终斩获金牌，助力

我国在这一优势项目上成功实现“四连冠”。

据了解，数控铣项目考察的是选手对零

件的工艺安排和尺寸精度的控制。需要通

过电脑软件编程加工刀路，再操作数控机

床，利用数控铣刀切削铝合金和 45号钢，同

时要根据图纸要求控制工件尺寸精度，公差

范围不能超过 0.02~0.03毫米。

这是一场速度、精度和脑力的较量，赛

场上给出的全新图纸，十分考验选手的临场

发挥水平。顶尖高手过招，差距就在毫厘

之间，需要精准把握材料切削量和测量尺

寸，同时也要对工艺进行精准编程。

“把零件做得漂漂亮亮，很有成就感。”

10月 25日，周楚杰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数控

铣项目入门有难度，想要实现突破更是难上

加难，只能靠量的积累，才能换来质的突破。

为了这“台上一分钟”，周楚杰从 2016
年暑假就开始进入数控铣项目竞赛小组，自

此开始了与数控设备为伴的日与夜。

每天 8 时到 22 时，除去午休和吃饭时

间，周楚杰都会一直开启训练模式。有时，

完成一个模块需要 5 个小时，中间不能间

断，他常常会错过饭时。

这一项目对体力、脑力的消耗很大，集

训期间，周楚杰还坚持进行体能训练和心理

训练，以保持稳定的心态。

此次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将比赛时间

从 17 个小时压缩到了 15 个小时，时间十分

紧张，但凭借此前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周楚

杰提前 10分钟就完成了比赛。

“希望自己的夺冠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数

控行业，带动更多年轻人学习这门技术，从而

提升行业的技能水平。”谈及未来，周楚杰告

诉记者，他打算投身技能教育，用自己的成长

故事鼓励更多年轻人走上技能成才之路。

人物点评：周楚杰所操作的五轴数

控加工铣床，与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密切

相关，和生产环境贴得很近。期待更多

像周楚杰这样的新工匠，能够走进制造

企业，走进车间，用世赛标准引领行业

标准、企业标准，在我国制造业的转型

升级中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