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誉归来，杨应政受到国家、
省、市、县各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和
奖励，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教育领军人才、“浙
江工匠”……荣誉接踵而来，当
然，奖金也是不少的，这让出身农
村的杨应政全家真正尝到走技能
成才之路的甜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就

是要有耐心、肯吃苦、能自律。”回
望过去，杨应政总结说。

杨应政已被聘回到安吉职教
中心母校任教，成了“管道与制
暖”项目的教练。“我希望通过自
己的努力，能够让更多人认识
到、接触到技能比赛，意识到人
生并不只有高考这一条路，通过
学习、提升技能，同样可以获得
精彩的人生。”这位年轻的杨老

师说。
如今，杨应政正带着新一届

技能精英们征战新一届世赛。他
认真总结了自己在世赛中所取得
的经验，将此转化为系统的教学
经验，用于培养世赛选手团队。

有杨老师的加盟，安吉职教
中心的“管道与制暖”项目教练团
队更加强大了，他们精心培养的
竞赛团队在 2020 年世赛浙江省

选拔赛上包揽该项目一至三名，
其中第一名马澳龙同学更是代表
浙江在首届中华技能大赛“管道
与制暖”项目上荣获全国第二名
的好成绩，并进入第46届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集训队。

精彩的人生有很多种打开方
式，通过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技
能，成为大国工匠，无疑也是通往
人生精彩的一条阳光大道。

开启精彩人生

顽强拼搏 决战喀山

备战的日子，辛苦，却充实。他
再次从头从基础理论学起，做到知其
然知其所以然，并反复练习。那段时
间，训练、走训、拉练和国际热身赛，
几乎贯穿他整个生活，就连大年三十
他也只是急匆匆回家和家人吃了顿
团圆饭，又回到了训练场地。

“管道与制暖”项目比赛要求
较高，精度误差不超过2毫米，角度

误差为1度，水平垂直度误差为0.5
度。“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不断练
习，形成肌肉记忆。”杨应政说，他
曾为了一个焊接点，连续一周，早
上 6 点就起床，凌晨 1 点半才睡
觉。在最后备战的那三个多月里，
他只休息过半天，有时练到手臂都
肿了，抬都抬不起来。

世赛前，杨应政还完成了“管

道与制暖”20多项功能设计。
时间很快就到了 2019年的 8

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
喀山拉开帷幕，杨应政代表国家来
到了俄罗斯喀山，决战世界技能大
赛的“管道与制暖”项目。大赛吸
引来自全球69个国家和地区，共有
1355名选手参赛，在56个项目上
竞逐高下。杨应政以全国第一名

的成绩代表中国参加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管道与制暖”项目。

比赛中，面对国外材料、工具
设备的差异，杨应政沉着冷静，顽
强拼搏，全力以赴。经过4天紧张
激烈的角逐，杨应政以高超的技能
水平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制
暖”项目银牌，这也是我国此项目
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杨应政在专业学习上有颗上进
的心。老师们很快发现他的优点，
便吸收他进入学校“管道与制暖”项
目技能训练队。

杨应政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不
断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充实自己
的理论知识。

训练的过程十分枯燥，对体能
和耐力都是很大的考验。“技能的提
升没有捷径，只有机械般的重复和
不懈的坚持，精雕细琢，千锤百炼。”

老师说。
杨应政坚持每天与不同的管子

“较劲”。一段时间下来，少年的他
手上便磨出血泡，很快掌心也生出
了老茧，训练用的手套更是记不清
磨破了多少双。

通过刻苦训练，杨应政在技能
训练队中脱颖而出。他被选中代表
学校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选
拔。

他不负众望，顺利夺得“管道与

制暖”项目浙江省选拔赛第一名。
这对他是极大的肯定和鼓舞。但真
的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接
下来的世赛全国五进二的选拔比赛
中，杨应政在操作中出现了一个重
大失误，无缘进入下一轮的国家集
训队。

回忆起当时的失利，杨应政坦
言自己存在技术短板，“比赛是最好
的试金石，自己哪里有欠缺，在关键
时刻一定会被试出来。”

他没有放弃，当他被告知有机
会冲击第45届世赛时，他毫不犹豫
决定再试身手。

他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状态
中，并很快在浙江省选拔赛中再次
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国家集训队。

努力付出，终有回报。在2019
年3月15日全国五进一的选拔中，
杨应政凭着过硬的技能和平稳的心
态，取得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获得代
表国家征战世赛的资格。

千锤百炼冲击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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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3月4日，金雅妹因患
肺炎在北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世
长辞，享年70岁。

去世前，她曾联系有关部门，
把所有财产捐献给了燕京大学，并
将150余卷外文书籍赠予天津木
斋学校。

金雅妹 30岁时在日本与西
班牙籍的葡萄牙人达·席尔瓦结
婚，男方是一位音乐家兼语言学
家。婚后不久，两人去了美国，两

年后生有一子。遗憾的是，两人
的感情生活只维持了10年，1904
年，两人离异，孩子则不幸死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

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
名医生、林巧稚大夫的老师马克斯
韦尔为她撰写了悼念文章，发表在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文中
称颂金雅妹大夫是“技术精通的显
微镜照相专家、国际医学界的一位
著名专家、伟大而独特的女性”。

从“落榜”少年到“技能大咖”

■周建巨

有人说读职高的学生没前途，但安吉

职教中心毕业生杨应政通过学习，提升技

能，收获了精彩人生。

2019年8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20岁的杨应政代表

中国队参加“管道与制暖”项目的比赛，以

精湛的技艺勇夺该项目的银牌，这也是我

国在此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杨应政站在媒体镜头前，双手挥动着

国旗，笑得很灿烂。

她的父母因瘟疫生病，不到30岁抛下她离开人间。这在落后的旧中国时
常发生，不少人由此死亡……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中国护理教育开拓者、

“宁波小娘”金雅妹——

矢志学医报效祖国

1999年出生的杨应政家在农
村，他的父母和所有父母一样，希
望他考上重点高中，而后考上重点
大学，将来当个白领。然而，那年
中考，杨应政的分数只够念普通高

中。
苦闷的杨应政不知道自己前

程在哪里？在那个人生的十字路
口，这位少年经常问自己：“我的未
来在哪里？”

最终，他没有选择念普通高
中。“我从小对需要动手的机械组
装非常感兴趣。”杨应政说，父亲
从事机电维修，他从小耳濡目染，
喜欢拆装家电。基于这样的认

识，他决定走职业教育这条路。
2014 年，杨应政进入安吉职

业教育中心学习，希望凭着自己的
兴趣和特长，找到今后的发展方
向。

苦闷中考生：我的未来在哪里？

■通讯员俞素梅、龚琳娜

8月19日，恰逢中国医师节，在宁波教育博物馆，笔者看到了卓越医师金雅妹的事迹。这位伟大的女性，

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在美国学得精湛的医术后，不仅回国救死扶伤，还亲执教鞭为祖国培养医务人才，开近

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之先河。

在宁波教育博物馆的“宁波现
代教育”展厅里，金雅妹位列其
中。教育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兴
力介绍，金雅妹（Dr.Yamei·Kin），
又译金雅梅、金韵梅，出生于1864
年（清同治三年），“《浙江通史》中
对金雅妹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一
说她出生于鄞县梅墟宝桥金村的
一个贫困家庭，另一说是出生于东

钱湖韩岭后街小沙井东边‘金氏绍
家’的一个殷实家庭。金雅妹自己
也不知道，涉及出生地点时，她只
知道是浙江鄞县。”

金雅妹的父亲金定元（音译）
是宁波一个长老会的牧师，与
1844年来甬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
医师麦嘉缔交情甚笃。童年的金
雅妹很不幸，两岁半时，父母因霍

乱传染病去世，麦嘉缔夫妇见金雅
妹孤苦无依，收她为义女。

1872年，麦嘉缔离开宁波去
日本，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兼博
物学教授，携年仅8岁的义女一同
前往。因此，金雅妹的少年时代是
在日本东京度过的。

金雅妹在异国他乡学习十分
努力，不久就掌握了日文和英文两

门外语。麦嘉缔对中国博物学颇有
研究，有不少论文发表在亚洲文会
的刊物上，其中有33篇用中文撰
写。他非常关心、支持金雅妹的学
业，决定送她去美国的大学深造。

1881年，金雅妹从日本前往
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
生，比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自费
去日本留学还早20多年。

金雅妹到美国后，选择了学医。
她对养父母说：“我父母因瘟疫生病，
不到30岁抛下我离开人间。这在中
国时常发生，不少人由此死亡，原因
有两个，一是中国贫穷，二是缺医少
药。”这番话感动了麦嘉缔。

据记载，金雅妹入读纽约医院
附属女子医科大学。她学习勤奋，
不仅各科成绩优秀，而且十分注重

实验和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深受
老师们好评，年年获得头等奖学
金。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5月，
她以班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于纽约这所著名的医科大学。

之后，金雅妹又经过三年的研
究生学习和实习，先后在纽约、佛
罗里达和华盛顿等地的一些医院
实习和工作。1887年，纽约《医学

杂志》刊出了她的论文《显微镜照
相机能的研究》，引起同行关注。
她还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发表过
《论照相显微术对有机体组织的作
用》等论文。

1888年，她决定回国报效祖
国。尽管遭到麦嘉缔夫妇强烈反
对，但金雅妹的回答是：我作出这
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的心血来潮，

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
一位美国记者对此评论：因为

金雅妹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她必须回到祖国，与她的同胞去交
流融合。

当时，也有美国多家医院和医
疗科研单位开出相当丰厚的待遇
条件来邀请和挽留她，但这些都无
法阻挡金雅妹回国的决心。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底，
金雅妹一回到国内，就投身医疗事
业。她先后在厦门、广州、成都等
地开设诊所，由于医德高尚，医术
精湛，对病人态度和蔼可亲，前去
求诊者络绎不绝。

她在全国各地行医20年，成为
一名深受人们欢迎和尊敬的女大
夫，在我国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

1907年，金雅妹到天津，应聘
出任北洋女医院院长。1908年8
月，袁世凯在任军机大臣前，令天
津海关拨银2万两，委托长芦盐运
使张镇芳督办，由院长金雅妹创建
北洋公立女医院（局）附设北洋（长
芦）女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公
立护士学校，金雅妹也成为中国护
理教育的开拓者。

金雅妹为北洋女医学堂付出
了很多心血。学堂学制两年，分产
科、看护两科，讲授内容为通用药
理、卫生等。金雅妹亲自为学生授
课，教材选用外国编写的，培养方
法、护理操作规程甚至护士服装都
仿效西方，力求规范。

次年，金雅妹又主持天津医科
学校，孜孜不倦为我国培养医务人

才。在担任该校校长的8年中，金
雅妹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近代医
学知识和她行医20多年中所取得
的丰富临床经验和诊断技术，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深受学生欢迎
和爱戴。

金雅妹对天津的医疗卫生事
业贡献良多，涉足的领域很广，比如
还筹办红十字会、管理育婴所等。

从小父母双亡的“宁波小娘”成了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

在美学医成绩优异，学成后她毅然选择回国

她又行医又办学，是受人尊敬的女大夫、女教师

70岁在北京辞世，所有财产捐赠燕京大学

杨
应
政

金雅妹（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