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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是机械“发烧友”
陈泽群从小就是个机械“发烧友”，单车

被他拆装过多回，单车坏了就自己维修。

2008年，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招聘实习

老师，即将毕业的陈泽群没有犹豫就应聘

了。后来学院开设了工业设计专业，那时陈

泽群已在数控专业执教数年，对 3D 扫描、

3D打印等技术掌握得比较牢固，这正好是

工业设计专业需要掌握的技能，陈泽群就应

学院所需转型成工业设计老师。

手绘素描是工业设计的必备技能之一，

而刚转入新领域的陈泽群对此仍是“小

白”。如何快速补齐短板？陈泽群认为，通

过技能竞赛是最好的方式。今年参与全国

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时，陈泽群就意识

到，手绘质量是个需要提升求突破的点，因

而在备赛周期里，他不断向学院文化创意产

业系的专业老师请教手绘要点与技巧，还把

详细讲解过程录制下来，一有空就反复回

放，边看边画，练习手绘技能。

三战国赛靠细节打动评委
今年摘冠的这次，已是陈泽群第三次参

加同类比赛的国赛。比赛机会来之不易，在

备赛周期里，他没有完整的假期。完成繁忙

的教学任务后，他不断“压榨”自己的时间，

加倍刻苦训练，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方案，优

化加工工艺。

凭借赛前充足的准备、赛中灵活应变，陈

泽群以十二生肖的“兔”为原型，创新设计出

“金兔摇福”儿童益智音乐玩具，活灵活现的造

型、完美贴合人机工程学的设计细节，充分考

虑儿童的个性需求，打动了评委，最终以总分

第一名的成绩一举成为“最强玩具设计师”。

制订“五年计划”提升自己
陈泽群说，近几年的参赛历程让自己极

大地提升了能力，“国家对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越来越大，可供他们展示能力的比赛规

模、层次、种类也越来越多”。

在陈泽群眼中，“天赋”并不是学习工业

设计的必要条件，而是补充条件，只有通过

后期不断的努力训练才能将技术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他笑言，从不认为自己是“天

赋型”选手，而是“搬砖型”选手，“通向目标

的路都是靠不停地‘搬砖’”。

陈泽群说，当老师并不是一份一劳永逸

的职业，特别是紧贴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老

师。“行业迭代非常迅速，对老师的技能素养

要求越来越高，要做好充足准备，不断进步，

才不会被行业和产业淘汰”。

像国家制定五年计划一样，陈泽群也给

自己制订“五年计划”。从高级技师到广东

省技术能手再到全国技术能手，在新的“五

年计划”里，陈泽群希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学生，把学到的技术、参赛经验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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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焊接一线

的青年产业工人、

致力于打破国外垄

断的技术专家、新

业态快递行业从业

人员……他们中每

一个人，专注着练

技能、强本领，交出

不负时代的杰出答

卷。他们，都是劳

动者。

时值“五一”国

际劳动节，新快报

推 出“ 你 好 ，劳 动

者”栏目，聚焦各行

业优秀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记录他们

立足岗位、潜心钻

研、创新求索的点

滴故事。

【开栏语】

两年苦学，从“小白”成长为检修小组长
2000年，李天明从广州无线电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加入广州地铁。他所学专业是无

线电技术，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

多少经验。面对挑战，他一头扎进书堆里，学

基础，补短板。为了适应地铁维修工作需要

三班倒的作息，他琢磨出一个好方法来“驱

困”——拿着电路图请班长模拟出故障，他来

排除，如此一来，他的技术得到迅速提高。

两年后，李天明成了检修小组长，因为

业务熟练，他带领的团队工作效率大大提

高，原本需要 15分钟才能完成的列车日检，

他们只用10分钟就高质量完成。

带领电子班，敢闯敢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最难的时候是2005年5月，那时我们新

成立电子班，我担任工班长，只有 3个人，也

没有可借鉴经验。”李天明回忆，当时广州地

铁 1号线采用进口交流传动车辆，电子部件

技术含量高，电路复杂，所有故障部件都要返

厂维修，费用非常高昂且周期长。电子班的

任务是自主解决广州地铁车辆电子板件及模

块的维修工作。

“为了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我

想到了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手绘电路

图。”李天明说，那时，他把电子板的一条条

脉络都手绘出来，用不同颜色的图形标注各

种电子元件，在相应位置附上功能和作用，

用小纸条标明电路里各种元器件的名称，再

与实物逐一对照，加深理解。周末，他就到

电子市场上淘零件，做测试。终于，在班组

成立一个月后，他成功修复了第一块辅助系

统控制板，迈出了广州地铁车辆电子板件自

主维修的第一步。

3号线是广州地铁运载量最大的一条线

路，设备维护需求突出。面对原厂技术保护，

在没有技术资料和测试手段、拆装极度困难

的情况下，李天明带领得力干将陈坤，分析模

块电路原理，加班加点测量电气参数，提出了

创新性的测试方式，自主搭建测试工装，仅用

两个月就完成首台充电机自主维修，确保架

修车按时投运，满足正线维修需求。

多年来，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广州地铁

电子维修团队坚持自主开拓创新，不断突破

国外技术壁垒，先后攻克地铁列车电子部件

维修难关4000余个，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卡脖

子难题。如今，广州地铁电子部件维修种类

达 4000多种，年产能超过 2万件，每年可解

决约30项的卡脖子难题攻关。

注重传承，带出“一门八技师”人才团队
在李天明的带动下，电子维修团队形成

乐于学技术、比技能的良好风气，他带教的

徒弟中走出了1名高级技师、6名技师，形成

了“一门八技师”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2014年，广州地铁成立了以李天明名字

命名的“李天明创新工作室”，全力攻关地铁

列车电子类部件维修技术难题。他牵头制定

了近 200份行业维护工艺标准，并摸索出一

套高效的电子维修及测试平台开发模式，持

续打造广州地铁电子维修系统化维修工艺和

规模化自修能力。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

攻关克难 牵头制定近200份工艺标准
从学徒做起，到带领新成立的、仅有3人的电子班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先后攻克地铁列车电子部件维修4000

余个难关，牵头制定近200份行业维护工艺标准，这就是一位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的劳动者交出的杰
出答卷。他是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基地维修中心电子维修部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今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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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陈泽群：

国赛夺冠争荣耀 不靠“天赋”靠“搬砖”
两个月前，陈泽群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玩具设计师（数字化设计与制造）赛项冠军。作为

我国工业设计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一类大赛，陈泽群成功将“全国技术能手”的荣耀称号收入囊中。对于技能成才之
路，他认为“天赋”只是补充条件，通向目标的路都是靠一点点“搬砖”垒起来的，只有通过后期不断学习和训练才能
将技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陈泽群

在国赛中

夺冠。

■李天明在

钻研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