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
述。

■2018年3月28日
■星期三专刊

选择技校———缘起兴趣爱好

我小时候在安徽蚌埠生活学习。上初中时，学习
成绩并不突出，2014年中考时成绩也不算理想，刚
刚达到上普通高中的分数线。记得我拿到成绩单后，
父亲跟我聊了很多，父亲与我的谈话，让我心中渐渐
地明确了目标。

由于从小我动手能力较强，还特别佩服那些技术
工人能够利用手中的工具，变出一个个漂亮的零件，
组成一台台灵活的机器。于是，我向父母提出了不上

高中上技校的想法，父母尊重了我的选择。经多方了
解，我选择了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5年制模具设
计与制造专业。

精进技能———源于勤学苦练

开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我一有空余时间就去请教专业老师，经常和老师

“泡”在一起。二年级的时候，我作为低年级“编
外”人员，参加了学院 “技能节” 校集训队的选拔
比赛，取得了第二名，顺利进入校集训队。之后又在
江苏选拔赛中以第一名的成绩，代表江苏参加全国选
拔赛，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集训队。

2016年11月起，我与另外5名国家集训队成员
在该项目国家集训基地参加集训和选拔。 全国第三的
成绩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与优秀选手之间存在的差距。
为此，专家、教练与我一起仔细找问题，总结分析我
的不足，并指导我开展强化训练。

为了提高焊接操作时的专注度，我冒着40摄氏
度的高温，在车间一练就是一天，汗水湿透了厚厚的
防护服。有一次，因为疏忽防护没做到位， 脖子被电
弧灼伤。教练心疼地让我休息几天，我没有听他的
话，仍带伤坚持训练了一个月。

装配调试是我们这个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为了提高装配调试操作的精准度和熟练度，我经常反
复加练直至深夜。到后来，在选择装配调试垫片时，
我已不需要用量具测量其厚度，光凭手摸，就能准确
地做出正确选择。

在最后的备战冲刺阶段，专家组对我提出更加严
格的集训目标。围绕更高的目标与期待，我和团队全
身心地投入备战阶段，开展了针对性训练、障碍性训
练、国际交流训练、心理及体能训练等，同时针对世
赛理念、标准、规则等进行了更深入的学习。不到3
个月的备战冲刺，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力求每件产
品的精准、完美。

冲金夺冠———来自厚积薄发

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装调项目比赛共分为5个
模块，包括机械加工、焊接加工、齿轮箱拆检、电气
预防性维护、装配与调试。赛程为4天，累计比赛时
间20个小时。这是一项复合程度很高的比赛项目，
要求选手具备扎实的多工种知识和技能基础，并具有
较强的综合运用和应变能力。

虽然我在国内集训中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在阿布
扎比的比赛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意外和困难。我前3天
的比赛进展比较顺利，第4天，就在我即将开始“脚
踏动力水净化系统”装配与调试的时候，首席专家通
过翻译告诉我，因为大赛组委会的失误， 前一天对我
的计时少计了半个小时。所以，当天的比赛我将比其
他选手晚半个小时开始！

当我待在选手休息室里，紧张和焦虑一阵阵袭
来。这时，我意识到必须平静下来，克服眼前的不利
和困难。我迅速对原计划作出一些调整，以肌肉放松
运动保持竞技状态。

就这样，当重新回到赛场，我按照调整后的计
划，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操作节奏，发挥了平时
训练的最好水平，第一个完成规定的竞赛模块。

在闭幕式上，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亲
自为我颁发阿尔伯特大奖。说实话，没想到我取得了
全场最高分，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作为常州技师学院四年级学生，我将继续完成我
的学业。目前我加入了学院
2015级中德国际班，争取
随班到德国留学一年，毕业
时能通过德国工商业联合
会 （IHK） 职 业 资 格 认
证。我会再接再厉，用自己
的努力阐释新时代工匠精
神，践行技能梦想！

“春风行动”启动以来，宿迁市宿豫区人社局每
天组织企业深入乡镇、街道，将就业岗位送到求职
者的家门口。 丁彬彬 王彪 陆敬元/摄

这是一座崛起之城。
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地级市，建市22年以来，宿

迁已从昔日贫穷落后的苏北小城蜕变为一座现代
化城市。

这是一座改革之都。
宿迁市以改革闻名于世，民生幸福始终是这座城

市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宿迁人社人
勇往直前，开拓进取，谱写了民生事业的华美篇章。

和煦春风送岗来
搭建平台促就业

2月18日，正月初三，年味浓厚，为期三天的“三进
三帮”2018就业创业“春风行动”大型现场招聘会拉开
帷幕。

“今年过年的收获很大，刚刚转了一圈，发现招聘
会的信息很多，选择范围很广。”正在填写企业招聘登
记表的返乡农民工赵鹏举说，“老家近年来发展得很
快，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还能照顾父母孩
子。我准备在老家打工了！”

与往年相比，2018年宿迁市“春风行动”提供的岗
位更多了，对接也更精准了。该市发动各部门各单位
结合“三进三帮”工作部署，开展万名干部职工进村入
户活动，在春节前进村入户宣传“家门口就业”项目、就
业岗位信息和就业创业帮扶政策；深入企业广泛开展
调查，精准摸清岗位需求信息；组织基层平台人员进
村、入组、入户，重点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开展就业需求精准调查，精准推送招聘会岗位信
息，有效提升了返乡人员的应聘成功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宿迁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稳定
之基、发展之源。人社部门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举
措，狠抓工作落实。

甘霖雨露四处撒播———宿迁市将“春风行动”提
升至市委、市政府层面推进，与“三进三帮”有机结合，
全力保障重点企业用工需求，并实现就业创业精准扶
贫，帮助98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脱贫。

点滴诉求时刻满足———宿迁市举办专题技能培
训，去年共培训12.7万人，联动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制
定出台《社会机构参与企业招工服务补贴办法》，拓展
甘肃、陕西、山西等新基地，建立全市劳动力资源和用
工信息平台，向重点企业推荐用工11万人次。

发展活力源源注入———宿迁市聚力创建创业示
范基地。2017年建成省级创业型乡镇（街道）14个、村
（社区）111个、园区1个，新认定省级创业基地3家，大
学生优秀创业项目25个。

创业土壤厚植培育———宿迁市把“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作为发展工程、富民工程，深入实施“四大主
体”（外出人员、知识型人才、退伍军人、乡村能人）培育
工程，大力推进“五小创业”（小工厂、小网店、小物流、
小服务、小农场），加快推动“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
变。2017年促进返乡就业8.5万人、创业1.5万人。

在宿迁，“春风行动”高位推进，电商就业蓬勃兴
起，家门口就业成效凸显，返乡就业渐成潮流，全民创
业迸发活力，形成了政府鼓励就业创业、社会支持就业
创业、百姓自主就业创业、全社会充分就业创新创业的
良好局面。

倾情织牢社保网
兜住底线惠民生

“有了这笔钱，治好我儿子的病有指望了！”宿迁市
湖滨新区晓店镇三巨村的村民孙广梅拿到78509元的
大病补充保险金时，惊喜地说。

孙广梅26岁的儿子王勇丁是建档立卡低收入农
户，2015年 8月，他被发现罹患急性白血病。2016
年9月7日，他的住院合规医疗费用共243806元，经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大病保险补偿和大病补充保险
基金再补偿，最终，他的个人自付部分只占到总费用
的5%左右。

大病补充保险制度是宿迁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
疗保障的第四道防线。2017年，宿迁市人社部门突出
社保实事项目扶贫，创新打造“四位一体”医保精准扶
贫体系，大病补充保险制度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相结合，为贫困人口兜住底线。
2017年，宿迁市通过低收入农户大病补充保险为

1.01万人补偿费用3800万元，并实施低收入农户“先
诊疗后付费”政策，为70家定点医院拨付预付金626万
元，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负担。

2017年，宿迁市人社部门高效整合城乡居民医
保，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深入开展社
保扩面幸福行动，职工“五险”扩面新增33.2万人次。
全市通过平台参保登记单位2107家，参保人数10.07
万人，参保登记率达100%。实现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3.47万人次，费用9726万元。产前筛查被纳入城乡居
民医保报销范围，共为33537名孕妇实施产前筛查，筛
查率达80.8%。

浓墨重彩写华章
不忘初心再起航

为了突出紧缺人才招引培育，宿迁市打造“人才
招引进校园活动”品牌，并为引进紧缺急需人才发放
200 张 5 万元—200 万元的购房券，财政补助资金
2265 万元，已为 40 名购房人员兑现 208 万元。同
时，该市建立了公务员诚信体系，已征集11645名公
务员信用信息。

2017年，宿迁市人社部门以“三个100%”（100%
参保，100%足额发放工资，100%签订劳动合同）为标
准，评选9家市级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区。同时，抓好治
欠保支工作，创新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名制一卡
通、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等8项制度；为2.13万名劳动者
追发工资待遇6876万元；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纳入
政府年度考核。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17年，宿迁市人社局荣
获市级机关绩效管理优秀单位和网友眼中的“十佳给
力部门”等荣誉称号。2018年，宿迁市人社部门将把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改革
创新、民生导向、服务大局。这座钟灵毓秀的城市，将
在新时代的历史潮流中劈波斩浪，焕发出更多的蓬勃
生机。 邓凌 任建玲 许建

（三）

讲述人档案

宋彪，常州技师学院学生。在去年阿布扎比举
行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夺得工业机械装调
项目金牌，并以779分的最高分，摘得第44届世界
技能大赛唯一的最高奖——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宋彪：勇攀世界技能高峰

万紫千红春满园 一枝一叶总关情
——宿迁市积极推进人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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