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丰收，你会想到什么？是晚风
吹来的稻浪香，还是农人的汗水和喜悦？

不，远远不止这些！在2024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活动主会场——
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天星村，已被喜庆、
忙碌、科技感，以及丰富的活动“包围”。9
月22日将迎来第7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当天，四川省庆丰收活动将在这里举行。

9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提前探访四川庆丰收活动主会场，开
启惊喜“盲盒”。

丰收也能“潮”
“说唱俑”置身稻田唱丰收

“稻田里就藏着很多惊喜。”18日上
午，在一片金色稻浪中，四川省庆丰收活
动主会场工作人员指着田间说，眼下成
片的水稻已成熟，这些稻田中有不少惊
喜“盲盒”等着被发现、打开。

“看见藏在金色稻田中依稀可见的
黄、黑、绿等色彩了吗？”工作人员说，若
站在观景台或用无人机拍摄，就能看到
金色稻田中“长”出“相约新都 同庆丰
收”八个大字，以及一个面带笑容、为成
都人所熟悉的击鼓说唱俑形象，它左臂
抱“丰”字鼓，右举鼓槌，栩栩如生，喜庆
十足。

“这些图案是用多个品种、不同颜色
的作物种出来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站
在田坎上，一阵风掠过，稻穗传来的声
音，仿佛是说唱俑在歌唱丰收一般。

为什么要布置说唱俑？工作人员介
绍，1982年，新都马家山汉墓出土了东汉
击鼓说唱俑，它是新都的代表性文物之
一，加上该俑的神态欢喜、手舞足蹈，具
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和丰收节的喜庆氛
围很搭，可谓相得益彰。

抓肥鱼捉泥鳅
活动现场体验感将拉满

顺着小路走进田间，现场正在搭建舞
台设施。“主舞台搭建已基本完成，我们正
在完善其他设施。”工作人员介绍，舞台附

近也有“盲盒”。活动当天，这里展现的是
“鱼稻共生”丰收场景，来到现场的市民
还能当“渔夫”，亲手抓肥鱼、捉泥鳅。

“不仅让市民体验农事，也让大家了
解‘鱼稻共生’这个现代农业生产模式，
该模式提高了亩产产值，增加了农民的
收益，鱼以害虫、杂草为食，也更生态环
保。”工作人员说。

除了农事体验，今年丰收节也是科
技感满满。新一代植保无人机、收割机、
拖拉机等系列现代农业机器都将亮相。

“当天还能看见智慧农田丰收。”工
作人员介绍，4台无人驾驶的收割机会对

主会场的400亩稻田进行收割，然后通过
无人驾驶货车运输到粮仓，“这一技术未
来如果能推广使用，可以降低人力成本，
提升收割效率。”

台下活动也安逸
买遍全省特色农产品

开幕式的节目值得期待，台下的活
动同样丰富、安逸，特别能满足很多“好
吃嘴儿”的胃。

记者看到，主会场的田边已规划好
展位，活动当天，全省21个市州都将带来
当地特色农产品，市民可以在现场尝到
全省各地的地道农味。

此外，活动还聚焦39个欠发达县域，
现场展示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同时邀请
电商平台开展直播带货，呈现农产品电
商消费新场景等。

不仅如此，现场还有非遗作品展示，
分为动态与静态两大板块。动态区展示
传统美食制作，如捶糍粑、三大炮、锅盔
制作等；静态区则提供非遗手作体验，如
棕编、蜀绣等，让市民感受农业传统工艺
之美。

这些惊喜，只是打开了丰收节丰富
活动“盲盒”的冰山一角，想知道更多丰
收节的“秘密”，想了解成都在建设天府
粮仓方面还有哪些举措和成果，请持续
关注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实习生王紫璇

航拍四川省庆丰收活动主会场稻田布置。新都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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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味、前沿科技、非遗活动……

四川省庆丰收活动主会场提前开“盲盒”

9月19日上午，中国十九冶集团有
限公司员工胡泽宏回到成都。在北京时
间9月16日凌晨落下帷幕的法国里昂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勇夺焊接项目
银牌。

实际上，焊接一直是四川的强势项
目。自2011年第41届世界技能大赛起，
截至目前四川选手共获得4金4银3优
胜，其中焊接项目占了3金1银1优胜。

“这是选手、教练、训练机制以及政
策等多方作用的结果。”世界技能大赛焊
接项目国家队主教练周树春说，凭借焊
接项目的突出优势，四川屡次获得佳绩，
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四川技能人才的卓
越风采。

教练团队实力“硬核”
连续培养三届金牌选手

世界技能大赛是当今世界层级最
高、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职业技能
赛事，每两年举办一次，被誉为“世界技
能奥林匹克”。自2011年第41届世界
技能大赛起，截至目前四川选手共获得4
金4银3优胜的佳绩，其中焊接项目就获
得3金1银1优胜。

四川在焊接项目上成绩斐然：第43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曾正超获得焊接项
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
金牌零的突破；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宁显海获得焊接项目金牌，并打破了
世界纪录；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赵
脯菠获得焊接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在
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三连冠”；刚
刚落幕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胡泽
宏斩获了1枚银牌。

好选手的背后，一定有实力雄厚的教

练团队支撑。本届比赛的教练团队十分
“硬核”：主教练周树春是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领办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该奖
项获得者被誉为“工人院士”，同时他也是
第43、44、45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冠
军的教练。助理教练赵炜是四川工匠、全
国技术能手、四川省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同时还安排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
目冠军赵脯菠协助集训工作。

“本次比赛选手发挥很稳定，扛住了
高压。”周树春介绍，从今年4月起，选手
和教练团队便到北京参加全方位集训，
已有近半年没回过家。

“梯队式”培养人才
保障训练时长及水平稳定

“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后，我又要开始
训练下一届参赛选手了，希望能再夺金

牌。”周树春说，下一届世界技能大赛将
在上海举行。

要从学校走向世界赛场，选手之间
的竞争十分激烈。周树春说，先在学校
选拔，然后参加市赛、省赛、全国赛，层层
筛选。“在全国赛中夺得冠军的选手，再
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他说，一
般来说，培养一个焊接项目世界级选手
需要5至6年。

此外，由于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参
赛选手年龄需在22岁以下，且每位选手
只能参加一次，这就注定了参赛选手必
须优中挑优，科学的训练机制至关重要。

“我们采用的是‘梯队式’训练。”周
树春说，团队会将选手分为不同梯队，在
培训这一届选手时，同步培训下一届选
手。这一届大赛结束后，下一届“种子”
选手将作为第一梯队进行重点培养，这

样提高了选手训练的时长和熟练度，保
障了团队参赛水平的稳定性。

多方支持赋予“底气”
四川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和孕育科研成果一样，将一个个焊
接项目“种子”选手送上世界舞台，需要
资金和政策大力扶持。

“焊接是很耗钱的一个工种。”周树
春说，日常训练使用的焊接试件价格在
四五千元一套，按一周使用两套来计算，
一个月需要4万元左右，更别提一些零
散的训练，所以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庞大。

对此，周树春表示，四川能在焊接项
目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离不开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项资金、企业
以及学校多方支持，让团队在训练时更
有“底气”。

不仅如此，近年来，四川高度重视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川字号”职业
技能评价品牌和“四川技能大赛”竞赛品
牌。全省技能人才规模持续壮大，结构不
断优化，截至2023年底，技能人才总量达
109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39万人。

“大力培育高技能领军人才，被列在
今年四川职业能力建设要点的首位。”四
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省将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
计划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行动，围绕国家
和四川省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点项
目、重点产业，重点在现代农业、先进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培育领军人
才。搭建研发提升、技艺传承服务平台，
举办高技能人才研修交流活动，促进领
军人才培育和作用发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奕

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胡泽宏夺得焊接项目银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供图

世界技能大赛再次载誉而归

四川为何连续多年斩获焊接项目国际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