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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打擂

“斧锯去朽边， 独目看斜偏。 巧手随
心动， 方正墨线牵。” 9月28日， 2022年北
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手工木工技能竞赛
决赛开赛， 从初赛中晋级的18名选手同场
竞技， 展现着他们的巧手和匠心。 本次比
赛由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 北京市职工技术协会、 北
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承办。

在持续6个小时的比赛中， 选手们需要
完成的作品是一件插屏。 插屏是中国传统
工艺美术品， 因寓意为 “平平安安”， 常被
摆放在几案上。

比赛现场，锛凿斧锯，各种工具轮番上
场，与一块块的高棉花梨木激情碰撞，叮叮
咚咚的声响不绝于耳，木屑也全场纷飞。 选
手们神情专注，姿态却各异，有的俯身，将木
条按在操作台上凿眼；有的一条腿踩到长凳
上固定木条，用锯子修整；有的更是直接坐
到了操作台上，凿子、台钳齐上阵。

“今天这活儿， 别看小， 但是技术含
量要求挺高。 有的地方必须严格按照图纸
来， 有的地方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午间
休息环节， 参赛选手、 来自龙顺成公司的
孙学兵顶着满头的汗水告诉记者， 他今年
52岁， 已经从事木工行业30多年， 曾经参
加过 “北京大工匠 ” 选拔以及 “技协杯 ”
手工木工技能竞赛。 “我想看看在这个行
业中， 我这技术跟不跟得上。 得不得奖放
到一边， 能参与其中， 我就觉得舒服。”

赛场上， 除了成熟稳重的老师傅 ， 还
有不少意气风发的小年轻。 来自北京时尚
乐科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的管仕龙就是一位
出生于2001年、 今年只有21岁的选手。

“我就是来学习的。 ”管仕龙干脆地说，
“别看我年龄小，也从业五六年了。 初中毕业
后，我想学一门手艺，堂哥推荐我学木工。 虽
然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挺
有意思，很快就喜欢上了。 这次参加比赛，就
是希望能跟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多学习、多交
流。 ”

选手们比得认真 ， 裁判长———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 国家级非遗项目龙顺成京作
硬木家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更生看得仔
细， 不时在赛场上巡视。 “进入决赛的选
手 ， 每个人都不一般 ， 身上都有绝活儿 。
现场比拼， 一方面比的是技艺， 另一方面
比的就是心态了。” 他说。

“我参加了首届北京大工匠的比赛选
拔 ， 也参与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技能比拼 ，
深有感触。” 刘更生说， “我们手工木工专
业的技能比赛， 不仅为相关企业、 职工搭
建了相互交流学习平台， 还打造了高技能
和工匠人才发展通道， 激励工人们走技能
成才、 技能兴企、 技能报国之路， 争当建
功立业的先锋 、 创新创造的楷模 。 同时 ，
提升了社会对手工木工行业认知度， 有利
于传承手工技艺， 传播非遗文化。”

选手竞技各显神通北京市劳模、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更生裁判长在
赛场巡视

志愿者布置赛场

比赛吸引了同行们的目光

“这个姿势最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