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营销项目：

看多国“主播”
把苹果卖到“世界各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作为本届大赛的新职业赛项，互联
网营销项目还未正式开始就备受关注，吸引大批观众围观。6月24日，比赛开始，参赛

选手各自坐进小型“直播间”，瞬间进入“主播”角色。
该项目细分为三个板块，分别考察数字营销推广、直播营销、文案策划三项综合能力。

当天上午，来自安哥拉、文莱、莱索托、毛里塔尼亚、俄罗斯、塞拉利昂、斯里兰卡、中国8
个国家的10名选手进行了现场比拼。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端坐在摄像头前“花式带

货”，希望将指定推销产品——苹果卖到世界各地。
据悉，选手们在当日上午进行的直播比赛，其实是虚拟直播，系统模拟的是国内各大电

商直播平台的真实商业运营模式。选手们在比赛中需要根据商品的数据材料进行分析，策
划直播活动，撰写脚本，再进行8—10分钟的直播，最后总结复盘完成比赛。

如何评判选手的表现？
“我们从半年前就开始提前思考要怎么比，仅仅是制定规则这一件事，就讨论过很多

次。”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金渝琳告诉记者，学校自去年12月份被确
定为该项目的保障单位起，就开始提前准备相关事宜。

“我们融合了团队的参赛经验，也请全国相关领域顶级的专家团队和技术能手共同研
发竞赛标准，在评判体系中更注重直播过程中的表现能力，而不是一味追求数据。”金
渝琳说，这一项目不仅参考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考虑到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
间的软硬件差异和风俗习惯、商业模式的不同，以及语言沟通的准确度、现场赛
事的可观赏性，以便把中国新的电商模式、技术应用等，推广和分享到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
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该学院还专门筹建了一支国际项目服务

团队，组织了27位有双语教学与国际项目服务能力的老师到现
场进行服务保障工作，其中不乏有物流和电商领域的国家级、
省市级技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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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名技能高手重庆“论剑”看他们有哪些“绝招”
6月 24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在重庆拉
开帷幕。本届大赛以“技能合作·共
同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61个国
家和地区的590名技能精英参赛观
摩，190名选手参加比赛。参赛选手
平均年龄22岁，30岁及以下选手占
比超过95%。

大赛共设置18个比赛项目，其
中世界技能大赛比赛项目11个。大
赛既能为优秀青年技能人才搭建沟
通交流的广阔平台，又能为他们提
供切磋技艺的实战擂台、实现梦想
的魅力舞台，成为一场有看点、有体
验、有互动的技能“嘉年华”。在3天
的比赛中，参赛选手使出浑身解数，
比能力、赛技巧，为现场观众带来一
场场技能的顶级盛宴。

物联网安装调试项目：

以赛为媒
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潇）6月24日，在物联网安装调试项目比
赛现场，来自中国、俄罗斯、尼泊尔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14名选手齐聚一堂，尽展专业

风采。
“比赛不仅考验选手们的专业能力，对他们的实践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提出了要求。他们不

仅要快速准确地完成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还要在面临各种突发状况时能够迅速找到解决方案。”该
项目比赛裁判长李晓五介绍，物联网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需要更多“新鲜血液”，期望以赛事为契机

拓宽物联网技能人才培养渠道。
比赛现场，选手们需要根据题目要求，设计物联网系统的整体架构，安装设备，搭建系统框架、调试、配置

等各项参数，以及物联网平台应用开发等多个方面，以确保物联网系统能够高效运行。
“通过这次比赛，我深入接触并学习到众多前沿技术，还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来自马来西亚的大四学生

林智敏说，中国在物联网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为全球同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她说，这次是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亲身领略了智能路灯、智能家居等物联网技术的前沿应用，让

她更进一步感受到了物联网技术的无限魅力与广阔前景，“这次参赛经历能让我在未来的工作中
少走很多弯路，期待回到马来西亚后，能够将在比赛中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推动当地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努力精进，让更多人感受物联网的便捷和魅力是我的梦想。”来自中国香港
的黄伟成即将在今年9月进入香港科技大学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涯。

第一次来到重庆，他感受到了内地在物联网技术应用方面的先进性和
便捷性，“比方说，本来觉得中国香港的移动支付功能已经挺先进了，

但是我发现内地的移动支付更为便捷。希望能够在大学的学
术氛围中，不断学习和探索，以便将来能够为物联网技术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6月24日，美发项目比赛现
场，中国澳门和日本的选手正在
进行比赛，通过镜子折射，看上
去像在合作。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电子技术项目：

把工业现场
搬进比赛现场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调试工作台、检测电焊枪、排查线
路……6月24日，电子技术项目赛区，选手们正在紧张地进行赛前培训和场地熟悉。虽

然比赛25日才正式开始，但选手们不敢有丝毫马虎。
“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瑞士、日本、韩国、坦桑尼亚等10个国家的14名参赛选

手，涉及面广、语言种类多，设施设备、操作软件等前期准备工作一定得做好，要是比赛期
间出现问题会非常麻烦。”该项目竞赛经理黄鑫告诉记者，本次比赛两大赛题均来自工业

实际中的常见问题，将为选手们带来全新挑战。
赛题一是电路板安装与调试，要求选手们手动安装寻迹小车，使其能够自动识别地图

轨迹，从起点走到终点，模拟自动送料小车；赛题二是故障查找与维修，需要选手们维修一
个四轴桌面机器人，令其能够正常运行，模拟工业机械臂。

“两个模块看似简单的焊接维修工作，事实上却存在三个难点。”黄鑫介绍，一方面
选手们必须做好竞赛策略的选择，协调好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如果焊得快质量低，
可能一分都得不到，若一心只保证质量却又很可能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另一方面，
两大模块的电子元器件都非常小，最小的甚至只有芝麻粒那么大，选手需要通过手工
焊接将其安装到线路板上，还得保证元器件的正常运行，考验选手们的精细度。最后
是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理论知识，当面临电路板通电后无法正常运行的问题时，选手
们必须快速分析原理、还原线路，准确快速地排除问题。

将工业现场搬进比赛现场，让选手们化身设计师、工程师、维修师短时间内
解决企业生产常见问题，这样上难度、上强度，是为什么？

该项目副裁判长梁攀介绍，除了工作实践要求，另一个原因是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将在法国里昂举办。本次大赛是这场“世
界技能奥林匹克”前的最后一场国际技能赛事，对参赛选手来
说，是一场难得的“练兵”机会。

物流与货运代理：

全英文比拼
给出全球物流解决方案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6月24日，在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
比赛现场，记者看到，每位参赛选手面前都有两台显示器，他们或凝神沉思，或敲击键

盘，整个场地十分安静。
选手们的显示器里都有些啥？该项目竞赛经理吕秀文也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物流

与货运代理项目专家组组长，她告诉记者，该项目是全英文比赛，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要用
英语完成书面和口头沟通工作。

选手面对的“题目”，是一个个物流“订单”。他们要通过计算货物的运送时间、成本价
格，来匹配客户给出的各种需求，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物流方案。

吕秀文介绍，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项目之一，包括工作组织与管
理、客户关系维护、商业运输操作等7个模块，涉及海运、陆运、空运、多式联运等。在实
际中，各种不同的物流方式有细致的分工，但在比赛中，选手需要熟悉全物流模式，成为
真正的“多面手”。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该项目的比赛时长超过20个小时，而根据本次大赛的实际情
况，项目时长略有缩短，难度也相应稍作降低。吕秀文表示，该项目的实践性非常强，能
在项目中表现优秀的选手，今后进入物流行业也会是骨干人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物流领域的国际赛事，自我感觉发挥比较平稳。”19岁的新加
坡参赛选手黄威告诉记者，他就读于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平时也做物流方面的
实习工作，此前在新加坡参加过类似的赛事，因此他并不紧张。

不过，此次来重庆，对黄威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他感慨，本次大赛
的比赛场地很宽阔，但组织有序、服务周到，体验很好。比赛结束后，
他希望能游览重庆，更多地了解这座城市。

“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也愿意参与中新之间的物流合作。”
黄威表示，下一步，他还准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进一步磨砺
自己的技能水平。

汽车技术（新能源）项目：

比赛用车
是重庆本土品牌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实习生 舒琪琦）汽车技
术（新能源）比赛项目于6月25日开赛，该比赛用车为重庆本土品牌长安

深蓝。
参加本次比赛的16位选手，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泰国等

16个国家，均为汽车维修企业机电维修高级工及以上岗位。比赛中，他们将
对汽车的底盘、电气系统、动力电车以及驱动电机“把脉问诊”。

“本次比赛设置了模块A新能源汽车综合故障诊断、模块B动力电池及
驱动电机系统诊断及检修两个考核模块。”赛事工作人员杨浩介绍，赛事组
充分考虑到新能源汽车企业在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基于这一前提
设置比赛汽车的故障内容，对国外选手而言，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杨浩
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的汽车新能源技术在全球领先，而国外的技术相对较
为落后，选手实际操作的机会少。为此，赛事组特意为他们进行了线上视
频培训，并为他们现场进行了赛前培训。

“这次比赛不仅是比拼实战的平台，也是各个国家交流汽车
技术的平台，同时还是重庆新能源汽车的展示平台。”杨浩说，
这将助力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光电技术项目：

看选手现场
“掌控”光与电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云钰）6月24日上午，大赛新增项
目——光电技术项目正式开赛。

据了解，该项目竞赛内容包含“LED灯具的参数测量”“LED灯带装饰工程实
施”“LED显示屏系统的安装与测试”三个模块。在LED灯带装饰工程实施比赛环节，

选手们要完成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LOGO式样灯带的安装、编程、调试。
记者在现场看到，8位选手分别拿到一卷灯带，根据设计图样，聚精会神地把灯带精确裁

剪成小段，并使用极细的漆包线进行连接和焊接。
“每个焊点的大小仅约一毫米，整个灯串需完成近100个焊点，且每个焊点都不能

出错，否则将影响最终效果。这不仅考验选手们的焊接技能，更考验他们的耐心和
细心。”该项目竞赛经理周渝曦介绍。

经过精心焊接的灯带需被安装在特制的控制板上，选手们还需要对控制
器进行编程，实现通过手势控制灯带动态效果的变换。

“哇！这条灯带像一条龙一样，非常精妙的设计！”一位前来参观
的嘉宾惊叹道。

周渝曦介绍，通过本次比赛可以促进相关人才培养，进一
步服务国际光电产业发展。

数字建造项目：

在虚拟空间
“搭建”建筑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6月24日，在数字建造项
目比赛现场，选手们根据“甲方”需求，在可视化的数字空间中一步步“搭

建”出建筑。随着他们的操作，一座座数字化的房子构造逐渐呈现在显示
器上。

该项目技术副裁判长，第46届、47届世界技能大赛数字建造项目中
国技术指导专家教练李晓倩告诉记者，通俗地说，数字建造就是在电脑的
数字空间里完成建筑的建造过程。大数据下形成的可视化模型，既能预
判建造中的困难，还能智慧地提供解决方案，重塑建造体系，让建筑更鲜
活智慧。

参赛选手、重庆建筑技师学院学生黎思吟表示，比赛整体难度尚可，上
午时间略紧张，下午则相对充裕，她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李晓倩表示，此次大赛会重点考察参赛者的综合能力以及技术应
用能力，同时也关注参赛者在实际项目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
维。

“数字建造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全新的建造理
念。”李晓倩说，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增进国内外选手

间的技术交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数字建造领
域，为行业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电气装置项目：

选手现场
展示“中国速度”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云钰）6月24日9时，电气装置项目
正式开赛，18名选手同台竞技，独立完成家用及商用电气安装与编程。

据悉，电气装置项目是运用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对各类商业或民用建
筑的电气装置进行特定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的竞赛项目。

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赛场地宛如18个独立的房屋装修现场，每个区域都
整齐地摆放着电线、电槽等工具和材料，18名选手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

“我们打造真实的工作场景，选手需要在11个半小时内完成电气材料的加
工与安装、线路设计与敷设、终端连接与故障诊断、功能编程与调试，最终实现
在一个智能终端控制下，完成灯的调光、温度的控制以及百叶窗角度自动调整
等。”该项目场地经理王德春介绍。

“中国选手厉害了！不仅操作速度快，电缆布线的工艺也做得整洁漂
亮！”14时，在一名中国选手比赛操作区域前，不少围观的嘉宾纷纷竖起

大拇指。
“从安装外观看其作品整洁美观，这名选手的工艺水

平超过了大部分选手。他较好地把控了整个比赛节
奏，是一位技术技能水平较高的技能型选手。”王德
春评价。

美容项目：

以美为名
跳出指尖上的舞蹈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6月24日下午，美容项目
展开激烈的角逐。赛场上，选手们娴熟的手法、精湛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美容是观赛最多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技术副裁判长刘嘉嘉介绍，此次竞
赛分为高级面部护理+mini手部护理，简单面部护理+身体护理，法式指

甲+化妆三个模块，当天考察的是法式指甲+化妆模块。
比赛现场，中国队选手覃慧气定神闲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显得十分自

信。在法式指甲环节，覃慧不仅节奏把握稳，效率也相当高，不到一个小时
就率先完成该环节的比拼。在随后的化妆环节，覃慧用手或美妆工具在模
特脸上“挥舞”，手法轻盈，宛如指尖上的舞蹈。

“我的弱项是化妆，总觉得美感不够。”赛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覃慧坦
言，每一位选手收到的都是“命题作文”，大家化同一个妆容，但化出来的感
觉各不相同。因此，备赛时教练让她多欣赏名画、时装秀或是艺术气息浓

厚的电影，以此来提升审美水平。
今年22岁的覃慧从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毕业后留校

任教，是国家队美容项目排名第一的选手。去年9月，她获
得了中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金牌。

花艺项目：

“小清新”背后的
“十八般武艺”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花艺，通常称为插花，就是通过一定的
手法，将花材排列组合搭配，使之变得赏心悦目。花艺作为本届大赛设置的18个比赛项

目之一，受到不少人关注。
6月24日14时，重庆国际博览中心N8馆，花艺项目比赛正在进行中。当天的竞赛内

容为花束。现场，来自中国、韩国、比利时、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选手正有条不紊选择搭配花材，
以花为媒，开展激烈角逐。

花艺竞技，比的是什么？该项目场地经理经辉介绍：“大家都觉得花艺类似在花店工作，显得很小
清新。其实不然，这需要粘贴、加工、架构等一系列复杂手法，还需要运用色彩搭配、艺术审美等知识。”

经辉举例称，比赛中运用到的工具有电钻、锯子、榔头、钳子、剪刀等30多种。“这些工具，选手们都能灵活
使用，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经辉表示，此次比赛，除了花束、新娘花饰设计与制作、切花装饰这三个比
赛模块，还有惊喜盒，“类似开盲盒，选手不知道比什么，完全考验他们的临场应变能力。”

中国选手蒋晨琪年仅18岁，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国际化比赛。她虽然年纪较小、身材瘦弱，但表
现得稳健、老练。

蒋晨琪告诉记者，她来自上海，学的是风景园林专业，能从学校的集训队队员一路选拔“升
级”成长为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队队员，除了每天不停地训练，就是保持
良好的心态。

当天花束的比赛，给出的图片是蓝天下的重庆大礼堂，要求制作与之相符
合的作品。蒋晨琪的花束色彩鲜明，花材运用充分，引得不少观众驻
足。她解释道：“花束的外形，我参考了重庆大礼堂的轮廓；蓝紫色花
朵，既能表现蓝天，也能体现大礼堂的圆顶部分；红色花朵的运用
则更多是为了贴合建筑的红色圆柱。这些色彩也很符合重庆的

特色——热情似火。”
据介绍，花艺项目25日将进行新娘花饰设计与制作、切花装

饰、惊喜盒三个模块的比赛，所有比赛结束之后，将按照总成
绩进行评比。

开幕盛况

扫一扫
就看到

大图：6月24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首日，选手在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项目中比赛。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小图：6月24日，美容项目竞赛现场，西方参赛选手正在中国模特
脸上绘制“中国风”妆容。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