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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幕后玩家”

开栏语：新职业、新打工人，因向往而生，也因向“网”而生。原本因需要而生的职业，得益于互联网催化成为必不可少的新职业。互联网热浪之

下，职业内涵有了更新的诠释，职业特点与类型更是千姿百态。每个时代，总有特定的职业人群，他们是生活和商业的亲历者、缔造者。为此，我们将用

文字、视频与图片记录时代背景下的职业变迁。

成千上万次调整试飞
3500米高空的疯狂试验

在15-20分钟内，粟皓一行人要将生

长于海拔3500米高山上的松茸送下山。消

息一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的这片村庄一

时间炸开了锅。毕竟，攀爬崎岖的山路，靠

人力采摘和运送松茸是村民们一直以来的

传统。能将耗时数小时甚至一天的工作浓

缩到20分钟，几乎没有人相信粟皓一行人

能做到。

在人们诧异的眼光中，粟皓依然充满

信心，因为他还有一群“同事”搭伙，名为方

舟。方舟是一种无人机，拥有八个旋翼，能

在系统自动控制下完成灵活转弯、上升下

降、空中停留等动作，载重10公斤的情况下

可飞行22分钟。

事实上，松茸这类产品颇为“娇气”。得

趁着新鲜赶快摘下，否则一旦“开伞”，营养

价值和经济价值便会迅速折损。依靠无人

机灵活、高效、可自主完成指令等特性，粟

皓希望能改变手提肩扛的运输效率低下的

局面，让村民们从耗时耗力中解放出来。

当然，让松茸从3500米高山上“飞”下

来，也是顺丰在无人机农产生鲜运输的一

次场景演练和应用。若是能成功，这些积累

的经验将会帮助更多农产品走出深山，为

当地居民增收。

万事开头难。和平原相比，高原山区环

境更为复杂，天气变幻剧烈，下雨或是刮风

都会影响到机器的平稳运作。此外，陡峭崎

岖的地形也增加了基站建设的难度。无人

机看似是点对点的飞行，其背后都是一整

套系统来支撑，包括气象监控系统、通讯组

网系统等。粟皓和同事们必须紧密配合，不

止要让无人机顺利、准确地抵达目的地，还

要保证飞行时万无一失的安全。

不但要让松茸“飞”下山，还要按照设

定好的飞行路线，精准、平安地落地才算是

圆满。

为此，3个月的时间，团队难以计数的

调整、试飞，逐渐勾勒出无人机在高原场景

落地运用的轮廓，被视为异想天开的构想

化为了现实。这也让粟皓第一次深刻意识

到，科技能改变物流，而物流能真正改变人

们的生活。

玩“玩具”玩出名堂
无人机从业队伍日渐壮大

然而，若是将时间倒回2013年，无人

机这一行业在人们眼中既神秘又陌生。大

学毕业后的粟皓很难在求职招聘中寻觅到

无人机的相关岗位，读书时期痴迷的兴趣，

并未第一时间寻找到合适的土壤，这块小

众领域还仅局限在发烧友组建的各种交流

群里。

严格来说，人们日常所见的活动航拍，

或是机队表演所称的“无人机”，实际上更

趋向于航空模型的概念，粟皓当时专研的

“无人机”也同样归属于航模范畴。这类飞

行器主要依赖人力操纵，完成表演或竞技

性的内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人机。

而根据民航局的定义，无人机是由控

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

空器，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能承载感知、

测量和数据传输设备，根据程序自动执行

远程任务，成为无人机区别于航空模型的

重要特征。

大学毕业后的粟皓在加油站工作，尽

管与飞行梦相去甚远，但在下班后，粟皓还

是会花上几个小时修理航模，有时也会向

圈内的“大神”请教组装的问题。“有的同事

知道我玩航模，但很多人觉得这是个‘玩

具’。”他笑称。

不知不觉间，外面的世界和粟皓的人

生轨迹，却因为这个“玩具”悄然改变着。

就是粟皓毕业的2013年，民航局相继

出台和修订《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

定》《轻小型无人机运行规定（试行）》《民

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

办法》等规定，民用无人机在监管层面更

为规范，这也加速了无人机在更多场景中

大显身手。

到了2014年4月，无人机驾驶员资质

及训练质量管理开始由民航局旗下中国

AOPA（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

来负责，意味着无人机的发烧友们将实现

“转正”，能通过正式考试成为专业的无人

机行业从业者了。

2016年11月，粟皓的人生轨迹迎来了

改变。基于对无人机多年的热爱，他几乎轻

松地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系统驾驶员合格证，终于有机会踏入自

己梦寐以求的行业。和粟皓一样，越来越多

的求职者开始涌入无人机领域，2017年5

月，拥有合格证的无人机驾驶员人数已超

过了1.4万。

2020年2月，“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正

式成为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

录。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无人机驾驶员等新

职业，因需求所在蓬勃而生。行业算是步入

高速发展时期：据民航局统计，全行业注册

无人机达到了52.36万架，年飞行量达到

159.4万小时。

突破空间地域限制
搭建大山里的网购桥梁
在获得从业资格证后，粟皓在2018年

成为了顺丰的一名无人机装调检修工。他

以“巨大的跳跃性”来概括自己的职业历

程。“以前玩航模就是‘快乐飞行’，但到了

物流实操层面，对于无人机的安全性和稳

定性等要求非常严格。”日常维护、故障检

修、软硬件升级，每个环节粟皓和团队都不

能有任何差错。每一次飞行背后，都背负着

沉甸甸的责任。

可以说，无人机这类“黑科技”是在

2020年疫情严重时期真正飞入人们视野

的。在武汉市、十堰市、赣州市、温州市、哈

尔滨市五地，顺丰无人机搭建起一条条运

输物资的通道。在32天的运营中，无人机飞

行超5000架次，飞行里程超2.2万公里，20

余吨的物资送达人们手中。

而在偏远山区，或是零散岛屿，无人机

发挥的空中优势既疏解着养殖商户因物流

不便带来的农产滞销问题，还能为居民的

网络购物搭建起一道桥梁。目前中通正在

研发更大载重的油电混合无人机，预计载

重10-15公斤，续航100分钟。

交通运输不便，人力成本高企，对这些

困扰于乡村快递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无人

机配送或将成为最优解。在浙江桐庐，韵达

5G无人机从分水镇网点起飞，跨越崇山峻

岭，用时仅16分钟便将一份桐庐特产雪水

云绿茶叶送到张家坞村的客户手中。

历经数次迭代，粟皓眼中的这些“小朋

友”逐渐成长为常规运力的“后备军”，在同

城急送、跨城闪送等城市内与城际间的高

时效运输中拓展潜力。无人机行业的蓬勃

生长，既丰富着企业在干线、支线等物流运

输的竞争维度，也为更多偏远地区的消费

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快递服务。

高原运输松茸，只是无人机在千万个

场景中飞行的一个缩影，却深深印刻在粟

皓的脑海里。这些聪明、灵敏的机器正打

破隔阂，填补着深山与城市、内陆与岛屿

之间的时空距离。人们的生活由此变得不

同。更为重要的是，更多人正在理解和认

可无人机从业者们的努力。“辛苦很值

得。”粟皓说道。

于是，物流快递领域中，深入到消费端

的末端最后一公里乃至100米，有着翅膀

能自由飞翔的无人机一次又一次出发，与

地上驰骋的快递车遥相呼应着。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北京市第十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圆满完成
展员工风采 促服务提升

未来你的快递很有可能从天而降， 它们搭乘着无人机翻山跨海。

在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粟皓日复一日的维护、检修和升级中，这些精巧、

灵活的飞行器正发挥出惊人的潜力，突破地面运输的限制，挑战着快

递物流的时效极限。无人机装调检修工不但让无人机起飞，更让无人

机精准平安降落，数万次的调试只为快递“从天而降”时又快又稳。伴

随着技术成本等方面瓶颈的打破，无人机送货时代或将渐行渐近。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

京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提高全市商业服

务业服务质量，打造“北京服务”品牌，促进

首都商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家技

能人才发展战略、《北京市提高商业服务业

服务质量提升“北京服务”品质三年行动计

划》部署安排，北京市连续开展的北京市第

十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活动近日已落下

帷幕。

本届大赛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总

工会、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北京市委

员会联合主办，由北京市商业联合会牵头

与17家市级行业协会负责承办。大赛坚持

以“技能提高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为主

线，按照“政府引导、协会组织、加强培训、

整体提升”的原则，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

能珍贵，创造伟大、技能强国的新时代风

尚，紧密围绕拓展服务岗位属性、服务技能

特性和真实岗位技能需要，重点考查选手

的服务创新创意理念、实际操作能力以及

规范化服务水平，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的综

合职业能力。

本届大赛是开展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

能大赛的第十届，十年磨一剑，十年的历

程，大赛系列活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突破

创新；今年也是特殊的一年，在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大赛系列活动从始至

终在加强防控、严格落实防范要求的基础

上展开，在确保赛事安全、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保证了竞赛数量与质量。

本届大赛共设置中式烹调师、中式面

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茶艺师、评

茶员、美容师、美发师、眼镜验光员、育婴

员、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智能楼宇管

理员、直播带货、收银、美陈师、外贸业务

员、人像摄影师、服装熨烫、母婴店导购之

星、金牌店长、药师、中药炮制与配置工、餐

厅服务员、修脚服务、锁具服务、国际时尚

搭配师等26项竞赛项目，体现出了行业覆

盖面广、参与员工人数多，且项目与消费者

生活服务密切相关等特点。

经统计，本届大赛参与的企业过千家，

参赛选手3万余名，组织线上、线下培训360

场、岗位练兵与技能考核316场，近6万余人

参与了赛事。大赛邀请中华传统技艺技能

大师、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队教练、行业

专家、劳模为选手培训技能，其中西式烹调

师、餐厅服务员、茶艺师、美发师、制冷空调

系统安装维修工等项目获奖选手代表北京

参加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等国家级赛

事，其中西式烹调师获得第一届全国技能

大赛第一名。第十届技能大赛各项工作，按

照组委会的要求全面落实，市商联会作为

牵头单位高度重视，各协会精心组织，本届

大赛特色突出：

疫情防控工作贯穿竞赛始终

市商联会作为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在

市疾控中心及市商务局的指导下，结合竞

赛组织实施及人员特点，撰写《北京市第十

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活动防控指引》，各

承办单位将选手及工作人员健康安全放在

首位，克服困难，攻克难点，制定了严密的

疫情防控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竞赛现场

设立专人担任疫情防控监督员，认真执行

竞赛场地消杀、现场测温登记、监督口罩佩

戴、控制人数保持安全距离等工作。美容美

发、眼镜验光员等项目着重竞赛设施设备

的消杀，将竞赛场地化整为零，小场地多场

地同步，将线上平台与线下培训进行结合，

将竞赛防疫工作落实到位。

以满意服务为导向提升竞赛质量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整体服务水平距离

消费者期望还有一定差距，北京市技能大

赛通过提高服务技能，促进消费者满意度

的提升。茶艺师、评茶员竞赛，实操考核部

分的茶样开汤、品质鉴别、茶艺演示等从考

核标准及规范直接对标国赛；金牌店长大

赛以“服务管理与营销”为主题，通过对品

牌、连锁企业店长们系统的服务管理与营

销的基本知识培训，深入探究服务管理与

顾客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商业服务业

经营管理人员整体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素

养；人像摄影师竞赛考核按照摄影师国家

职业标准有关要求准备试题和实施竞赛。

市级竞赛逐步向全国竞赛水平靠拢，向世

赛、国赛项目设置接轨，提高标准严格要求

地为国赛培养优秀技能人才。

应用科技实现竞赛形式的创新

为了把新冠疫情对各竞赛项目的影

响降到最低，各承办协会积极运用科技手

段创新竞赛形式，充分运用抖音、腾讯会议

等新媒体平台与传统技能比武相融合，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开展竞赛：母婴

店导购之星、智能楼宇管理员等竞赛项目，

所有培训均采用直播形式进行，避免选手

聚集及舟车劳顿的同时，方便选手随时观

看回放视频，夯实业务技能；受疫情影响，美

陈师竞赛要求选手实地完成的美陈作品留

存视频、照片进行整理编辑并配以详细文

字描述，精心制作演示文稿，上传统一邮箱，

由专家点评打分。疫情推动科技发展、科技

助力疫情防控，疫情中新技术和新方式不

断涌现，企业及参赛选手们在竞赛过程中

接受新方式应用新科技的能力不断增强。

围绕消费者服务需求提升技能

提升商业服务业一线员工的技能服务

水平是为了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

服务体验，竞赛考核内容与社会热点、环境

变化、当下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出现“拒绝

现金”“老人出现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后，

市商联会本着服务于人的理念，在本届收

银大赛中设置了混合点钞的环节，为老年

人提供专属服务；为响应国家光盘行动杜

绝浪费的号召，为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耻

的良好氛围，市餐饮协会组织的中西式面

点、西式烹调竞赛，将出品量作为主要评判

标准，同时要求选手赛后将菜品打包带回，

在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响应国家号召，通过自身行为向社会传达

“珍惜食品、剩余打包、杜绝浪费”的理念。

大赛活动自2009年举办至今累计开

展了155个项目竞赛，商业服务业企业及

一线员工因大赛受益，得到行业企业一

致好评，员工们积极响应、踊跃参赛。可

见，持续推动技能竞赛工作，广泛开展员

工岗位练兵，有利于提升员工服务技能

及综合素质，有利于为企业、为行业、为

国家培养和选拔优秀技能型人才，为助

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促进商

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2021

年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即将迎来

新的“十年”，让我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谱写技能大赛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