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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
种食物，但在世界技能大赛的
赛场上，你能见到造型多到超
出你想象的面包。作为西方强
势项目，中国技能新青年们在
世赛烘焙赛场表现如何？

2017 年，中国选手蔡叶昭
为国出征阿布扎比，在第44届
世界技能大赛上勇夺桂冠，这
也是中国人在这个西方强势项
目上获得的首块金牌。紧接着
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
国选手张子阳又摘得铜牌。

这两个 95 后男孩与面包
又有什么样的不解之缘？让我
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烘焙之旅。

蔡叶昭：
冠军！中国人做到了！

蔡叶昭出生于安徽芜湖的
一个小农庄。因为在学习上并
不突出，初中毕业后，受到表哥
的影响，他选择了技能之路，只
身来到苏州王森国际咖啡西点
西餐学院，学起了蛋糕裱花。毕
业后，他成为了一名月入四五
千的蛋糕裱花师。

蔡叶昭发觉：裱花可以熟
能生巧，而制作面包不仅需要
工艺和手法的熟练，面包的口
感和风味还会受到食材、温度
甚至是心情的影响。

“没有一成不变的手法，也
没有一模一样的面包。烘焙，与
其说是一门手艺，不如说是一
门艺术。”蔡叶昭说。

从那时候开始，蔡叶昭就
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一
名优秀的面包师。

成为上海的一名法式面包
店里的面包师后，他在各式面
包枯燥的制作过程中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乐趣。当母校老师询
问他是否有意向参加世赛时，
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他不
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工作，再次
返回学校参加集训。

回想起当初的这个决定，
蔡叶昭感慨：“因为世赛，我的
人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为“野路子”选手，想要
取得好成绩，只能付出比别人更
多的努力。别人一天训练七八个
小时，而他却要求自己一天训练
十几个小时。代表江苏队晋级全
国赛的时候，即使是被厨刀划破
了手，他也只是用保鲜膜把伤口
紧紧包裹起来，坚持完成了长达
8小时的比赛。

“每一个面包都是有生命
的，要用心去对待。”教练说的这
句话让蔡叶昭印象深刻。不同于
糖艺/西点项目涉及糖艺、巧克
力、蛋糕和甜点等丰富的竞赛内
容，在400多天不间断的训练过
程中，他每天面对的都是水和面
粉，重复着搅拌、整形、发酵、烘
烤的枯燥内容，反复练习竞赛项
目中的几十款面包的烘焙，他却
没有一点懈怠，严格按照教练制
定的训练计划反复练习和提升。

蔡叶昭练英语、练体能、练
技术，在实战中锻炼自己的适
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就是为了
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更好的
水平：“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想证明自己，想证明中国
人也可以把西方面包做好。”

“面包这个东西本身就是
一个舶来品，如何将欧式面包制
作出纯正的口感和造型并得到

欧洲人的认可，对于我们亚洲人
来说，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做到
了！在长达4天的鏖战后，他获
得了世赛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
誉。当五星红旗在世赛赛场上飘
扬的时刻，蔡叶昭激动得一遍又
一遍地大喊：“中国！中国！”

张子阳：
从“试试看”走向“竞技场”

见证师兄蔡叶昭的备赛过

程后，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种
子就在张子阳心中种下了。

曾经喜欢打游戏、泡网吧
的张子阳在毕业前了解到了学
长蔡叶昭正在备战世赛，便想
通过帮助团队打扫卫生的方
式，学习一些比赛知识。不曾
想，“试试看”之后一发不可收
拾地爱上了竞技，于是第一时
间报名参加了校内的选拔赛。

为 了 恶 补 基 本 功 ，张 子
阳只能牺牲睡觉时间，为了
做好一直头疼的可颂面包，
他甚至没了吃饭的心思。迎
战全国选拔赛之际，他猛然
发现自己除了面包外，已经
没有别的生活了。

与师兄蔡叶昭相比，张子
阳的选拔过程更为曲折。在全
国选拔赛的第一天他就因咸派
作品失败而拿了个零分，但他
没有放弃，最终以第五名的成
绩入选了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
赛烘焙项目国家集训队。在集
训队的训练过程中，张子阳在
不同基地制作面包质量总是参

差不齐，而队友却总能做好。不
甘落后的张子阳便虚心求教，
反复磨炼。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成功突破了瓶颈期，以极快的
速度在进步着，在队内选拔赛
中的成绩也越来越好。

在最后一场五选一的选拔
赛中，最后难度最高的艺术面
包比拼中，要用面包做出造型，
艾素糖熬化至 110-130℃ ，然
后进行拼接，危险性比较大，操
作难度也非常高。拼接小配件
时，张子阳突然听到了已完成
配件的碎裂声，他急忙一把抓
住，差点摔倒。所幸最后顺利完
成了比赛，并如愿拿到了俄罗
斯喀山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
赛的入场券。

在世赛赛场上，以“海洋”
为主题的艺术面包创作中，张
子阳用面包呈现出了栩栩如生
的海中鲸鱼，赢得了大家的交
口称赞。最后摘得铜牌，与冠军
仅差两分！

烘焙起源于西方，且评委
以欧洲人为主，而中国烘焙师
通过苦练技术，以实力战胜对
手、征服评委，赢得了在世界技
能大赛领奖台上的一席之地。

必须给他们点个赞！
（来源：上海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

一金一铜！95后师兄弟在世赛赛场，实力讲述中国烘焙故事
世赛故事

2021 年，虹口区积极贯彻
落实新时代人才引领发展战略，
营造高质量人才发展生态环境，
更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人才
挑大梁、当主角提供“家”的支持
和温暖，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形成强大磁场。

一、15分钟人才服务圈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人才服
务，在花园坊园区、白玉兰楼宇
分别设立职称受理点和人才服
务专窗，联动盛邦国际大厦、来
福士等众多楼宇党群服务站
点，构建“1+N”人才服务网络，
打造15分钟人才服务圈，逐渐
成为人才中心的服务品牌。

二、海归服务海归

增设人才驿站政策咨询受
理专窗，安排具有海外留学背景
的工作人员担任专窗服务专员，
充分发挥“海归服务海归”的效
应，以用户视角贴心为海外人才
提供个性化服务，更好地进行沟
通交流，及时回应诉求，促进相
关业务高效开展，形成特色服务
模式。2021年，该模式已累计服
务达1300余人次，为留学回国
的申请人员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影响力较为显著。

三、“人才专员”精准服务

虹口区人才服务中心实行
人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业务
骨干，形成人才规划师队伍，定
期到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定制化
精准服务。按照高层次人才引
进条件，为企业量身定制人才
引进方案，面对面有效沟通，解
决企业难题，受到金光集团、万
向区块链、启林投资、百丽鞋业
等区域重点企业高度评价。

四、“三上门”闪送服务

根据重点企业需求，积极
开展上门讲、上门听、上门办，

区人才服务中心业务骨干拜访
区内重点企，倾听企业需求、梳
理服务清单，为区域内企业上
门提供政策宣讲与咨询，集中
收取申报材料，为企业提供移
动式专窗服务。2021年，配合本
市人才新政实施，开展政策宣
讲和上门服务37场，惠及企业
600余家，服务人才1000余人。

五、引智“云端化”

以最新理念和技术建立了
一套智能、便捷、高效的线上人
才服务系统，开设“一网通办”

“虹才i课堂”“虹图直播”“虹才
在线”等专门栏目，实现在线实
时智能互动问答、留言等功能。
在 2021 年上海市航运人才服
务季中，为区域重点企业线上

“直播带岗”，共 10.2 万人观看
互动直播。

六、受理“零跑动”

依托“一网通办”平台，根
据申报条件自动生成个性化材
料清单，形成日益智能化的网上
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公共
人才政务服务体系。其中，居住
证积分、人才引进、夫妻分居、人
才驿站申请已实现零跑动。

七、先安居后乐业

针对现有人才政策“先就
业再入住”“先贡献再优惠”的

痛点，在全市率先推出了“先安
居后乐业”的海归人才驿站政
策，不将就业作为前提条件，以

“海纳百川”的胸怀，主动为海
归人才松绑，为留学归国人员
提供人才驿站房源和最长6个
月、最高15000元的租金补贴。

八、靶向引育人才

根据区内高技能人才库，
虹口区人社局主动下沉至企业，
加强对企业的业务指导。2021
年人才新政实施后，率先协助虹
口区首位“全国技术能手”司献
凤顺利落户，彰显虹口区厚植沃
土培育新时代技能领军人才，推
动区域人才多元化发展，助推区
域产业多维度建设。

未来：“三上门”到“三全服务”
的蜕变升级

虹口区人才服务中心将继
续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不断提
升人才服务能级。将“三上门”服
务纵向推深，践行更为跨前的“三
全服务”——全天候、全方位、全
周期，为区域内产业人才提供24
小时不间断的智慧人才服务，将
人才引进、人才安居、创新创业、
生活服务等全部纳入多功能人
才服务体系，打造人才引入、培
育、激励无缝衔接的全周期服
务，强化区域人才强磁场效应。

（来源：虹口区人社局）

近日，网友紫金提出一
个问题：“我原来是自由职业
者，自己一直按灵活就业方
式缴纳社保，最近因为疫情
原因，效益不好，自己就应聘
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但我
去年 10 月份缴费年限已经
达到 15 年。那我到新公司
后，可不可以不要单位帮我
缴社保，把应该个人缴的那
部分直接给我发现金呢？”

这是不可以的哦！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

立法强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
度，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
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即使
职工与用人单位商议签订了
不参加社保的所谓“协议”，
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
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
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用人

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
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
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
缴。

@网友紫金虽然已经缴
费满15年，满足了目前申领
基本养老待遇关于缴费年限
的条件，但是只要与单位存
在劳动用工关系，就要履行
参加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
而且，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
角度出发，现行的养老待遇
水平的高低与缴费时间、金
额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
我们常说的“长缴多得，多缴
多得”。缴费年限越长，缴费
水平越高，则年老后领取的
养老金也越多。

最后，提醒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要依法参加社会保
险，依法依规来参保，享受权
益与保障！

各区动态

社保已缴满15年，可以不缴了么？

为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提供“家”的支持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