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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0小时高强度训练

2017年夏天，中考成绩出来后，张
亚鹏不想读高中了。“读高中终点还不
是考一个好大学，还不是要有一技之
长。”担心上大学选不到想要的专业，他
决定趁早找一个热爱的事做。

爸爸做中餐，哥哥“中西全能”，张亚
鹏从小的愿望是“当厨师”。他最后去了
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学习中餐烹饪。

当好一个厨师并不容易。16岁开
始，张亚鹏需要每天至少进行10小时
高强度训练。雕刻、刀工、糖艺、西点、
中餐……从会炒菜到成为“匠人”，背后
是千万次的训练。

雕刻先要学绘画，掌握美学基础。
接着是熟悉刀法，练基本功，最初用萝
卜取料雕圆球，重复上千次再学雕花。
从雕出第一朵透明玫瑰到在一块西瓜
皮上雕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走兽龙
凤……那3个月里，张亚鹏手上的伤口
就没好过。

挺进国家队

2019年底，张亚鹏作为湖北省候
选队员参加集训，备战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

8个月的时间，他每天早上6点多
起床，跑步、跳绳、拉伸，先是一个半小
时的体能训练，接着是45分钟的心理
辅导课。8点多吃完早餐，一天的正式
训练开始，一直忙碌到晚上9点，最晚
训练到晚上12点，甚至还会通宵。

集训极度考验一个人的意志。除
非有特殊情况，集训时周末和节假日都
不休息。

几个月后陆续有人退出，十几个人
最终只剩3人。等春节过完，又有2人放
弃，张亚鹏成为坚持到最后的候选选手。

遗憾的是，作为候选队员的张亚鹏
未能获得上场机会。中职毕业后，张亚
鹏到黄冈职业技术学院读了大专。

2020年底，张亚鹏以“省赛”第一、
“国赛”第九的成绩，如愿通过了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队集训选拔。

国家队的训练更加严格，12名成员
皆是各省份的第一名。一开始，张亚鹏
感到自己“各方面都弱一点”。每天训练
完回到宿舍，不管是晚上10点还是12点，
他都会花一两个小时复盘当日的训练，把
当天做错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记下来。

近一年时间，张亚鹏都在“走训”中
度过。“走训”目的是让选手适应在国外
参赛，适应不同训练基地、不同城市的
气候、湿度、水质，包括设备。

糖艺西点做好后的成品像玻璃一
样透亮，但如果空气湿度很大，就容易
融化，这时可用除湿机把湿气抽掉，但
空气将变得干燥闷热，室内温度动辄超
过40℃。这种环境里，将比赛项目“拉
一遍”就要8个小时。张亚鹏有过几次
中暑，他便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液。

“国赛”整套赛制是8+4个小时。8
小时内要做完巧克力大造型、糖艺大造
型、20个一样大小的手工及模具巧克力
糖果。之后的4小时内，要完成杏仁膏泥
塑、整型蛋糕、裱花蛋糕、微型甜点等。

整个过程争分夺秒，不允许失误，
也没时间重来，浪费一分钟就可能完不
成作品。尽管中途安排有吃饭时间，但时
间也计入比赛计时。整整一个月，张亚鹏
和队友每天只顾得上吃一个汉堡充饥。

最终，张亚鹏止步国家队10进5选
拔。他说：“尽了全力，也学到了东西。”

2021年7月，张亚鹏获得由湖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湖北省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这距离他放弃普
高读中职，仅4年时间。

特招成为高校教师

2023年从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后，张亚鹏在武汉的艳阳天酒店工作了
2个月。

彼时，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正在搞事
业编招聘，接到学院老师的电话通知，
张亚鹏为自己的学历自卑：同批报考的
人都是研究生，只有自己是个专科。

因为“湖北省技术能手”的荣誉称
号，张亚鹏被特招入职黄冈职业技术学
院，成为高级烹饪实训指导教师。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初中毕业
生 1623.6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616.5万人，相当于近四成初中毕业生
选择了接受中职教育。

“现在国家大力推广职业教育，中
职也有出路。”张亚鹏以前很抵触学习，
直至碰到烹饪，才有了求知热情。

他认为，不管是学技术还是读大
学、做科研，只要发挥专长，都是在为国
家做贡献。

张亚鹏准备今年下半年去企业调
研半年，在更好了解市场需求的同时开
发新技术。作为教师，他的梦想是：“把
学生培养得比我还厉害，把该传承的东
西传承下去。”

一边上班一边继续深造

今年3月，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中式菜肴制作》一书面世，这是
一本职业教育国家在线精品课程配套教
材，23岁的张亚鹏是最年轻的参编者。

“炒个菜很简单，但要做个有文化
的厨师不简单。”中国烹饪大师、武汉市
第一商业学校餐旅专业部主任常福曾
的这句话让张亚鹏铭刻在心。

常福曾告诉张亚鹏，如果想在技术
方面精进，需要学习食物背后的文化、
传承与历史，还要了解人文、地理、经
济、医学知识。

张亚鹏曾好奇：为什么老师炖的羊
肉汤没有膻味？他后来发现老师会研
究不同地方生长的羊吃的是什么，气候
怎么样，每个部位的肉质有什么区别，
再对应烹饪。

“中华文化五千年，烹饪有三千多
年历史，这些书我也会找着去看。”张亚
鹏现在边上班边继续深造。

记者占思柳

放弃普高读中职练成“湖北省技术能手”

23岁小伙获特招成高校教师

▲ 张亚鹏参加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集
训。

▲

张亚鹏在黄冈职
业技术学院给学生上实
训课。

放弃普高读中职，一定是一个退

而求其次的选择吗？今年23岁的张

亚鹏曾为这个问题苦恼。

7 年前，武汉市一般公办普高录

取资格线为404分，张亚鹏中考成绩

比资格线高10分。他放弃普高选择

了中职学烹饪，后来又读了大专。4

年后，他斩获省、市十几项烹饪类奖

项，获评“湖北省技术能手”。

去年，张亚鹏通过“特招”，成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教师。从

教一年，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被全国

知名五星级酒店录用。

这个暑期，常有学生给张亚鹏打

电话报喜。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表示，从未后悔过7年前的选择。

换上工作服，戴好安全帽，带上工
作记录仪，7月初，杨青瑞来到武汉市某
塑料生产企业的能耗管理中心。“请您
提供一下半年内购入电力、热力和化石
燃料相关台账。”杨青瑞对一名工作人
员说。

他一一查看、记录和核算历史能源
消耗数据，调取系统的底码数据，走进
生产线以完成统计周期内化石燃料的
总消耗量溯源和交叉核对工作。

“刚刚的工作即为‘碳核算’，盘查
摸底企业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杨青瑞是一名“90后”，在武汉华源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碳咨询相关业
务。这是一个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双碳”目标相伴而生的新兴职业。

去年5月以来，杨青瑞接连获得由
全国碳交易能力建设培训中心和湖北
碳排放交易中心联合颁发的“碳排放管
理培训合格证”和“碳中和规划师”证。
此后，他为好几家企业提供碳中和规划
服务，获得一致好评。

“简单来说，我的职责就是为企业
提供量身定制的降碳方案，规划低碳甚
至零碳的绿色发展路径。”杨青瑞介绍，
他的工作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碳核算、
碳减排、碳交易。

“碳核算”即上文提到核算盘查流
程，通过核对数据台账、走进生产线查
看监测计量设备情况等方式，为企业的
碳排放状况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为后
续的行动提供数据支持。

当企业有节能减排需求，杨青瑞便
和团队同事一起从清洁能源替代、能效
提升、节能改造等方向入手，充分利用
当地可再生资源，为企业量身定制整体
降碳方案。此为“碳减排”。

此外，杨青瑞还能撮合“碳交易”，
实现资源配置。假如企业当年的碳排
放量超过碳配额量，需要去碳市场购买
超标的额度用于清缴履约；若未超标，
则可以卖出富余的碳配额获取收益。

如果说碳核算是基础，碳减排则更
能显示专业深度与前瞻视野。

去年7月，杨青瑞深度参与的东风
汽车M园区绿色能源建设项目顺利完
工。当他看见航拍图中大片大片铺设
在厂房屋顶和车棚上的分布式光伏时，

“未来已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杨青瑞从手机里找出当时拍摄的

实景图，逐一介绍：园区光伏部分包括
光伏屋顶及光伏车棚，共铺设11645块
普通单晶硅光伏组件，全部投入使用后
每年可提供600万度清洁电力；综合能
源建设部分则包括厂区配电、综合能源
站、充电桩及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以充
电桩为例，东风汽车M园区安装了7台
300千瓦直流快充桩及16台21千瓦交
流桩，可为园区装配车辆充电，减少化
石能源使用。”杨青瑞表示，项目的顺利
完工显示了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和
发展前景。

记者刘克取 刘晨玮 通讯员斯朗·
丹增曲培

助力企业科学降碳“90后”小伙当碳咨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