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和阿里集团联合全国
36 家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最美家乡人”评选。今年“最
美家乡人”评选将关注点聚焦
于“守护者”，寻找到各行各业、
各年龄层的普通百姓故事，他
们可能守护的是亲人、朋友、战
友、同学，甚至是陌生人。您可
以致电本报热线电话 0510-
88300000，或者＠江南晚报微信
公众号留言，自荐或推荐身边

的最美家乡人，也可以关注“天
天正能量”公众号、微博、抖音
等进行推荐，参与微博话题#最
美家乡人#互动并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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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会长周
毅介绍：“家电的概念在扩大，要求也必
然不一样。”以往的家电一般指彩电、
冰箱、洗衣机等大件，但是如今随着智
能化的发展，厨具甚至柜子等都成为了
家电，这就对整个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家用电器的智能化不是只靠一个
厂家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多厂家、多机
构的串联协作。比如现在手机可以控
制厨具开关火、空调定时，作为维修人
员，不再是空调坏了修空调就行，而需
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来解决消费
者的问题”。

周毅还提到了家电行业与房屋设计
上的脱节问题，尤其是空调行业。周毅
介绍，空调不同于彩电、冰箱等电器，它
其实属于“半成品”，需要专业人士进行
安装，但是空调安装在哪、需要怎样的条
件才能发挥出它参数上的效果，“房屋设

计时不会考虑空调怎么放，外机怎么放，
管线怎么走，这都需要我们从业人员将
这些问题反馈到设计环节上来，为居民
提供更宜居的环境，这都对从业人员提
出了更高更专业的要求”。

“既要掌握一定理论基础，又要能吃
苦，两个条件一叠加人数就上不去。”周
毅介绍说，目前无锡家电行业从业人员
存在很大的缺口，以占据最大头的空调
业来说，无锡市范围内相关从业人员大
约为5万人，这个数字乍看不小，但是相
比于无锡的人口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无
锡市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沈学明对
此表示认同，他告诉记者，家电行业并不
缺乏年轻人，目前学院开设有制冷专业，
每年向社会输出不少人才，“这些学生毕
业后大部分也是从事这个行业，但是人
才数量上还是存在缺口”。

（晚报记者 甄泽/文、摄）

家用电器技能大赛折射行业现状——
专业要求提高，人才缺口不小

昨天上午，2020
年无锡市家用电器
技能大赛在无锡市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66名维修工人
同台竞技，比拼维修
家电的技术。参加
本次比赛的是来自
全市的技术能手，在
初赛脱颖而出在这
个 舞 台 上 一 较 长
短。据悉，随着家用
电器的快速更新迭
代，尤其是智能化的
加快，对家电维修工
人也提出了更高、更
专业化的要求。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迅速拿
起工具开始检查起来。虽然天气带着凉
意，但在紧张的氛围中，选手们额头都渗
出了汗水。为了尽快完成比赛，选手们
使出了浑身解数，围着一台拆卸了一半
的家电做着检查，制冷器、风扇、线路、管
道……

据介绍，本次竞赛由市商务局、市人
社局、市总工会、共青团无锡市委员会、
市妇联主办。各赛项前三名的职工选手
将获得由市人社局授予的“无锡市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其中第一名的选手将由
市总工会授予“无锡市五一创新能手”，
其中表现特别优秀的选手，按照综合考

察程序，向总工会申报“无锡市五一劳动
奖章”。

技能操作考验的是选手的技术能
力，如在空调组，选手要面对的是一台出
现故障的空调，外机和内机各有一个故
障，选手需要在10分钟内找出故障并且
进行修复。大赛的裁判介绍，考试的内
容相比工作中碰到的情况会难一些，十
分考验选手对空调结构的了解程度以及
排查能力。检修的速度，开机运行后的各
项参数都是打分项。而在比赛中有一条

“红线”，选手检修完毕通电后发生短路现
象，将被直接淘汰，裁判解释短路则意味
着有触电的风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锦东制冷是无锡本土家电维修龙头
企业，在这次比赛中派出了不少选手参
赛，桑爱军便是其中的技术骨干。桑爱
军说，家电维修看着简单，到市民家中检
查一下，换点零部件就行，但实际却很是
累人，“很多人入行了，干不了多久就走
了，没点吃苦精神做不下去的”。

桑爱军从事的是空调维修，每天的
业务量也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要
修十几台，到了半夜还在居民家中。“高
温天的时候空调最容易出故障，那上门
维修肯定是没有空调吹的，有时候还要
挂在墙外面检查，晒上大半小时都是正
常的”，在桑爱军职业生涯内，见过不少

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但是有不少都
很快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能吃苦
的”。

“每年两次培训，介绍新出现的技
术，怎么维修等等”，除了吃苦精神，桑爱
军说维修这一行还需要不断学习才能生
存下来。在他刚入行时，空调都是简单
的一个个模块，即使没有基础也很容易
学会。而如今家电的更新迭代越来越
快，各类新技术不断涌现，他们必须不断
学习才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功能越来
越多，元件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同样的空
调，两个品牌的参数也不一样，不学习就
要被淘汰”。

现场比赛：十分钟排除故障，短路直接淘汰

选手讲述：维修行业辛苦，也需不断学习

行业发展：人才缺口大，专业要求高

在金星苑小区，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58岁的缪新华拉着
80岁的母亲，在小区里学走
路。缪新华用了五年时间，和
弟弟一家，将几近植物人的母
亲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让她
重新学会吃饭、坐立这样简单
的动作。他们的孝心也让整个
小区为之感动，居民们都竖起
大拇指。

在金星苑的步道上，只要
天气好，就能看到母女俩的身
影，缪新华一边对妈妈陈和芬
说“慢点”，一边搀扶着她跨
步。陈和芬的腿是僵硬的，缪
新华时不时要弯下身子扯一下
她的裤管，帮着她一步一步往
前挪。有时陈和芬站不稳，她
就要用自己的身体做支撑，让
母亲靠着自己，往前挪步。“妈
妈老躺着，要得褥疮；还容易引
发肺炎，去医院吃痛苦”，缪新
华说。

陈和芬是宜兴人，家里很
贫苦，2000年左右就跟着子女
来了无锡，没有什么收入。“她
不想拖累我们”，缪新华说，妈
妈就在小区里捡垃圾，每天早
上很早就起床。2015年的一
天，陈和芬被小区居民发现倒
在地上，等送到医院，医生说，
脑部大面积出血，发现也有点
晚，建议不要治了。但缪新华
和弟弟不甘心，换了家医院，让
医生无论如何试一试。

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后，陈
和芬终于睁开了双眼。但人醒
了，却不会吃饭、不会说话、只
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日夜
需要有人照顾。请不起护工，
缪新华和家人全程在医院陪
护。稳定之后，他们把母亲带
回家。这事给缪新华的父亲很

大的打击，在陈和芬生病后，没
多久就去世了。

缪新华说，母亲命很苦，2
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她很勤
劳，早出晚归种地，织芦编，打
草包。“我妈妈苦了一辈子，家
里的老房子一直是土坯房”，缪
新华说，家人们不打算放弃。
没法正常饮食，就把食物打成
很稀的糊状。而陈和芬不会张
嘴，只能用胃管打进去。每次
插胃管，护士们都要试好多
次。缪新华说，她就每天帮母
亲按摩嘴部，让她张开嘴，慢慢
自己吞咽。食物味道不好，她
会先舀一点酸奶让母亲“尝到
甜头”，这样吃东西的欲望会更
强烈一些。

白天，缪新华像上班一样，
从五星家园赶到金星苑的弟弟
家，照顾母亲，帮着她慢慢康
复。晚上，她和弟弟缪文海轮
流，一天隔一天照顾母亲。晚
上要起夜三次左右，及时更换
老人尿湿的物件；还要时刻留
意老人是否咳嗽，要靠起枕头
帮她拍背，防止引发肺部感染。

五年来，身患糖尿病的缪
新华照顾母亲很辛苦。缪文海
还在上班，家中还有两个未成
家的儿子，负担不轻。但姐弟
两人从不叫苦叫累，认为这是
儿女们应尽的职责，说“妈在，
家就在”。何况陈和芬的意识
渐渐清醒，虽还不会说，但有时
能明白别人所说的内容。小区
居民周斌洪表示，谁说久病无
孝子，这对姐弟多年如一日，让
几近植物人的母亲学吃、学坐、
学走，正在慢慢康复，全小区的
居民都看在眼里，赞在心里，常
拿 来 教 育 自 己 的 子 女 。

（黄孝萍 /文、摄）

姐弟俩五年如一日
照顾瘫痪的母亲

图片为缪新华帮母亲按摩嘴部肌肉，进行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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