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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 50 度以上的密闭房间里工作———
高温天
汽修工人在守护我们的爱车

你能想象在 50 度到 70 度的密闭房间里，最长待一个小时吗？尽管这两
天气温有所下降，但你能想象发动车子后不开空调吗？ 日前，记者到东风汽
车城，体验了一把夏日里汽修工人的工作状况。

当天的室温并不高， 上午 10 点
左右气温在 32℃。 不过，到了水性漆
专用喷涂工位后，同行的工作人员请
我们换上旁边喷漆师傅一样的工作
防护服。这个上下身一体的工作服很
轻， 材质就像是雨衣一样的“暴汗
服”。 穿上以后站在没有关上门的工
位里， 只问了喷漆师傅叫什么名字，
记者就已经开始出汗了。等到师傅喷
完一小块漆面，同行的人们已经出了
一身汗，急急忙忙跑出来拿水喝。

“这会儿还算好的， 我们是在室
温下面。 真正喷漆是要密闭起来，温
度也要高得多。 ”东方吉羊喷漆主工
钟汉青师傅介绍，一般来说，要喷 4
次漆。喷一次，烤干，然后趁着高温喷
第二次，再烤干……人要反复进去 5

次。“热，怎么不热，最长的一次在里
面待了一个多小时吧。”钟汉清说，每
天都是这样工作 8 小时，实在热得受
不了就出来透口气。 冬天还好，前段
时间正好三伏天赶上国标更换，忙得
晚上也要加班。 每次回家，衣服上都
是密密的白盐粒。

说完话， 一块等待喷漆的车门
进入工位，工位大门关闭。钟师傅从
侧面小门进入后也将其关闭， 此时
工位外显示室内温度是 50℃，而设
定温度是 70℃！ 大概 5 分钟喷完一
遍漆后， 钟师傅从小门出来透了口
气，再进去以后竟然打开了烤灯！站
在墙上一圈红彤彤的烤灯里， 他好
像没察觉到一般戴着面具拿着喷枪
仔细喷漆。

东方泓玖机动车检测是目前无锡
市机动车上牌量最大的机动车检测
站，年办证量 9.48 万台，检测量 7.87
万台，也是唯一同时具备进口轿车、国
产轿车、 中大型货车检测资质的检测
站，可提供车辆年检、新车上牌、二手
车交易过户等一条龙服务， 新车牌证
业务占无锡全市 45%的份额， 进口车
牌证业务占全市 73%的份额。

为了检测符合规范，整个检测中
心都是露天通风的，典型夏天热冬天

冷。接到车后先由外检师傅检测外观
和安全性能， 打开引擎盖的时刻，瞬
间热浪就扑面而来。更热的是随后的
尾气检测。 将车开到检测工位后，用
两根管子插到汽车排气孔，然后师傅
钻进车里把车发动。毫无疑问车子没
有真正开，也就没有风，又不能开空
调，这种热稍微一靠近就是一身汗。

接下来还有车灯检测、 刹车等，
一系列流程走完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才算通过检测。

“检测时间取决于车况，”东方泓
玖总经理顾家周介绍，一般检测从早
上 8 点半开始，直到下午 5 点，中间
11 点半到 12 点半休息。 前段时间来
检测的车辆特别多，工人们只能轮班
去吃午饭，下午也要六七点。 现在国
家对尾气要求严格了，其实在检测过
程中他们发现，很多都是因为没有保

养得当而通不过检测。
例如尾气中碳氧化合物和碳氢

化合物多，其实就是空气滤芯没有更
换、 燃油系统积碳没有清理等原因。
所以他建议最好在检测前做个系统
保养， 通过检测的概率很大很多，也
让车辆更安全。

（景玮）

扛扛起起大大国国工工匠匠的的使使命命

他他创创立立了了汽汽修修界界的的““黄黄埔埔军军校校””
下午三点， 日头依旧十分毒辣，

汽车维修高级技师李志军身着蓝色
工作服，带着白手套已在正原大昌修
车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忙碌了起来，豆
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淌下，他只专心致
志地盯着面前故障分析仪的显示盘。
多年前， 成为一名修理工是李志军
“没有选择的选择”，如今，集数十个
国家、省、市荣誉及众多专业头衔于
一身，这个“吃饭的行当”让他攀登到
了作为一名工匠所能到达的顶峰。

但李志军不认为这是他的终点，
面对国家大力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
才的新形势，向年轻人“传道授业”成
为他终其一生想要为之奉献的事业。
“国家建设依托扎根在各行各业的匠
人，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汽车维修
工，我能做的就是播撒所学，培养工
匠接班人”，李志军说。

别看今天李志军的手上满是和
螺丝、 扳手打交道后留下的茧子，26
年前，这双手握起画笔来可是毫不逊
色。 当年，李志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郑州轻工学院， 但近 3000 元的学
费让他望而却步，最终选择从盐城老
家辗转来到无锡，成为了部队车辆管
理所的汽修学徒工。

绘画功底赋予了李志军立体的
视角和异于常人的洞察力，李志军从
修理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乐趣， 并主
动学习进修， 每天晚上他都骑着自
行车到夜校去上课提升。 回到宿舍
后，不管多晚，他都要把工作中遇到
的维修经验和夜校中学到的新知识

写进日记本中， 当日记叠成厚厚一
摞，李志军也成长为了无锡汽修行业
的大师。

随着年龄渐长，很多人都走下了
一线或者转行，48 岁的李志军也成
了修理行里的“稀罕物种”，兼具扎实
理论和丰富实操经验的他琢磨着为
这一身本事寻找接班人。 2011 年，李
志军成立了“李志军技能大师工作
室”，工作室成员汇集企业职工、专业
学生、业内专家和教育工作者，产教
联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
不少人成为了汽车 4s 店和汽修厂的
技术总监、主管和老总，他的工作室
也被业内称为汽修界的“黄埔军校”。

2015 年， 李志军参加江苏省高
技能人才海外学习项目，赴德国学习
汽车高新技术， 仅用一个月的实践，
就掌握了大众、宝马等品牌新能源汽
车的维修技术。 带着先进技术回国，
成为省内为数不多的新能源汽车维
修专家，李志军并没有“挟技自重”，
并于 2016 年创办了首届属于无锡汽
修人的年会，把在德国学到的最新技
术进行转训。 同年，在专业领域内作
出突出贡献的李志军成为无锡市汽
车行业第一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的高技能人才。

无锡市汽车后市场发展论坛连
续举办了三年，声名渐响，李志军凭
借私人交情邀请到在专业领域一票

难求的大师张珉豪等全国各地的业界
“大咖”前来，进行公益讲座。 第一年，
整场论坛的策划、宣传、组织、对接全
由李志军一人完成， 前后奔忙两月有
余。 为什么要做这些分外的事？ “一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整个行业的进
步才是真正的进步”，李志军认为传道
授业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他看来，青出
于蓝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今天的
学徒正是国家的明天， 他想要趁着尚
有精力之时把自己的经验传出去。 为
此，他走进许多高校进行公益宣讲，讲
述自己如何从一名学徒成长为高级技
师，“修理工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一技之
长闯出一番天地，希望学生们明白，自
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2002 年，李志军在一次国家级技能大
赛中获奖，按照政策，他完全能够直接
晋升高级技师，可李志军坚定拒绝了这
个别人求之不得的“赠品”。 他按照常规
流程，每周晚上利用三、四个小时的业
余时间参加培训。 经历了一年多的学
习、考核、论文答辩，凭硬实力斩获高
级技术职称。之所以执拗地参加考试，
李志军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珍惜学
习的机会， 也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帮
助徒弟们把这条路走得轻松些。 ”

“35 岁往上还在一线做汽车修
理工的已很少见， 这一行需脑力，更
拼体力”，汽修这一行是个苦差事，李
志军一直知道。 他曾做过调研，追踪
一个汽修班 43 名学生， 发现六年后

只剩 1 人还在从事相关职业。“这是
一个需要沉淀的行业，也是当前人才
紧缺的行业，无锡 80%的修理厂都缺
技术工人”，如果说最初的坚持是为了
自己的“一口饭”，今天的李志军则有
了更高的目标。今年，他所创办的李志
军技能大师工作室与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在国家大力培养各类技术技
能人才的当口，推动产教融合。 着力
培育一批高水平的职业技师和品牌专
业。“我想帮助行业培养人才，更重要
的是让这批学生看到未来的光明和希
望”，李志军说。（晚报记者 陈钰洁）

将毕生技能倾囊相授

千锤百炼大器终成

喷漆：3 分钟不到记者出一身汗，师傅要待一个小时

年检：不能开空调，就着发动机高温在车里检测

检测前最好做个系统保养

倾尽所能打造公益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