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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郭凯 ， 男 ， 40岁 ，

中共党员 ， 汽车维修工
高级技师 ， 北京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
教师， 国家级汽车实训
基 地 建 设 项 目 和 中 德
“胡格教学模式改革” 教
育教学改革项目负责人。

荣誉：
带领学生四次夺得

全国高职院校职业技能
大赛（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 一等奖，2016年获机
械行业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第一名。

绝活：
擅长对汽车发动机

电控系统的故障诊断与
维修，擅长电压法、电阻
法、波形法在汽车线路故
障诊断中的应用，同时拥
有刹车灯故障自动报警
系统设计开发、汽车点火
系统实验台设计开发、汽
车线路自燃报警装置研
发等科研成果。

心中的工匠精神：
给用户修车时一定

要具备足够的职业道德，
不能过度维修 ， 或是以
次充好， 要一心一意按
照维修标准工作 。 技术
是否过硬 ， 用户最有发
言权。 在汽修教学岗位
上， 应把自己的经验和
技术传承给学生 ， 让他
们深入掌握 ， 更好地为
社会服务。

用心打造养老服务品牌

□本报记者 盛丽

———记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郭云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教师郭凯

汽修达人玩转“疑难杂症”

一辆小轿车遇到行驶中上不
来油、 老熄火的问题， 重新点火
后还是不行。 车送到修理厂， 工
人用时一个月， 前后拆了3遍发
动机依然没修好。 再送到4S店，
店里提出车没法修， 只能换发动
机， 费用约七八万。 无奈之下，
车主托朋友找到一个人， 只用了
三天时间就判断出问题所在， 花
了1000多元就修好了， “震” 得
车主连呼 “神了”。 这个汽修达
人， 就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 师 郭 凯 ， 近 年 来 他 带 着 学
生 拿 过五个职业院校技能比赛
第一名。

顾客说找他修车踏实放心

为什么修理厂一个月都修不
好， 他却只用三天就搞定了呢？
郭凯的做法是对车辆发动机电控
系统进行解码， 读数据流， 一点
点查找有异常的参数， 同时进行
各种检测， 结合汽车故障原理做
出判断。 找到故障点后， 他认为
根本不用换发动机， 而是去买了
一个小部件， 装到车辆上进行了
一点小改造， 问题就排除了。

“现在的小轿车结构复杂，
主要是电控， ‘土作坊’ 已经跟
不上时代需求。 修理工必须要具
备足够的专业理论知识， 再结合
工作经验才能胜任。” 说起这件
事， 郭凯轻描淡写并不在意。 在
他的十多年职业生涯中， 有过太
多类似经历， 众多患上 “疑难杂
症 ” 的 车 辆 送 到 他 手 里 ， 都
能 重 获新生 ， 摆脱了大修甚至
是更换发动机的命运 。 顾客都
说， 找他修车踏实、 放心， 返修
率极低。

理论加实践从小工升总监

能成为客户和学生眼中的汽
修达人， 与郭凯特别的经历息息
相关： 他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
的汽车应用技术专业， 2000年进
入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 企业规

模大， 每天基本要接待100多台
次车， 什么类型都有， 这对维修
人员的考验很大。

专业知识对他的工作极有帮
助。 在刚工作三个月时， 有一次
他接到一辆开着总是卡顿的吉普
车。 当时他和师傅一起干活， 师
傅凭经验， 却一直没找到故障原
因； 他根据理论给出建议， 认为
是点火的问题。 师傅不信， 操作
后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 “在学
校学的是基础， 搭建好系统扎实
的理论框架后才能灵活运用 。”
他对此受益匪浅。

修的故障车多了， 打下良好
的技术基础， 加上有专业背景，
自己又有爱动脑子的习惯， 他把
每次修理都当成是对自己的考
验， 时间久了， 技术水到渠成地
提升， 他从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
长为技术总监。

汽车发动机现在实行机电一
体化， 需要一系列辅助工序， 科
技含量很高， 对维修人员的要求
相应提高。 为此， 郭凯陆续完成

专升本和本科的学习， 又考取了
北方工业大学的工程硕士， 进一
步强化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

五次带队大赛均获第一

2008年， 郭凯调入北京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工作， 职业重心调
整为教书育人。 他把多年经验毫
无保留地教给学生， 并且注重技
能的系统性， 给学生留出消化吸
收的过程。

2010到2016年， 他带领学生
参加了五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 “弹无虚发”， 获得五个第
一名。 每次参加大赛， 团队都会
集训6个月， 他精心准备， 考虑
到赛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把可能出现的试题范围想透彻，
再予以指导。 有了这样的导师，
学生过五关自然不在话下。 其中
一个学生， 已经成长为特斯拉公
司亚太地区首席技师， 在公司比
武中拿到第一； 另一个学生程旭
东， 如今是宝马中国公司下面4S

店的技术总监。
在学校任教， 他得以静下心

来总结多年的实践经历， 研究技
术深度。 通过不断的提升， 在拥
有丰富理论知识的基础上， 他开
始朝着发明创造的方向进军。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他发现
一些车辆技术方面的小问题， 于
是利用课余时间， 自己设计， 相
继推出刹车灯故障自动报警系统
设计开发、 汽车点火系统实验台
设计开发、 汽车线路自燃报警装
置研发等科研成果。 其中在2013
年前后， 他想到车辆的刹车灯坏
了容易造成追尾， 但不是所有车
辆都安有刹车灯故障报警器， 当
时只有高档车安装的较多， 所以
他就想发明一个中低档车也装得
起的报警系统。 仔细思考后， 他
决定在仪表台上放置电路板控制
报警灯点亮。 白天要上课， 他就
利用晚上和周末加班搞科研。 经
过一番设计、 测试， 小发明终于
获得成功。

“疑难杂症” 找他准没错

郭凯在课余时间会为修理厂
担任技术顾问， 凡是厂里修不好
的故障找他准没错。 他说修车就
是 “三分修理七分诊断”， 现在
业界鼓励不拆解发动机就能做出
判断， 这需要修理人员通过读取
解码仪、 分析尾气等方式， 推理
出问题所在。

“汽车维修工和给病人看病
的医生有些相似， 都需要一番望
闻问切， 结合专业理论和从业经
验才能看好病。” 他解释， 之所
以不拆发动机， 是因为发动机相
当于车辆的心脏， 每次拆解都会
折损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还很费
钱， 许多一次性的零件无法二次
使用， 所以修理时要秉持职业道
德， 能花小钱修好的， 就不能哄
骗车主去赚黑心钱。 他不仅自己
这样做， 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职
业素养， 教知识的同时传授为人
处事的道理。

三位一体养老体系、 互助+
志愿者联盟 、 地区养老联合体
……近年来， 朝阳门街道打造出
一个又一个养老工作品牌。 而这
些成绩的背后， 有着郭云洒下的
汗水和付出的艰辛。

2009年开始， 随着政府、 社
会和家庭对养老工作关注度持续
增强， 投入逐渐加大， 养老工作
逐渐成为社服中心的服务重点。
对于基层养老工作， 郭云也是一
点点在不断实践中摸索。

2015年， 朝阳门街道开始做
“福泽” 项目， 计划为地区符合
条件的困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保
障服务。 为此， 她带着工作人员
一家家入户走访， 了解名单中老
人的真实情况、 服务需求， 确保
政府资金使用到位。

当时， 内务社区一位87岁重
度失能的老人听了这个项目介绍
后， 激动地握住郭云的手说道：
“姑娘啊， 我有福气呀。” 这个场
景也一直浮现在郭云的脑海中。
走访结束后 ， 街道开始公示名
单、 走内部审批程序和服务商签
约 。 一个多月后 ， 项目开始实
施。 但郭云却得知那位老人已经
去世 。 “一个月时间 ， 也许很
短， 但对有些老人来说， 一个月
也许就是他们生命最后的时间。”
郭云的心再次被触动， “做养老
工作不仅要做好， 更要抢时间。”
于是， 她加快了脚步。

2015年， 按照区里要求， 街
道要筹建养老照料中心， 租用了
一栋楼的房子， 在建设过程中需
要提供开工证。 但因为这是一栋

回迁的老房子， 房屋原始材料去
向不明， 为能让养老照料中心早
日开建， 郭云开始奔走。

8月的天气很热，郭云和物业
公司的人一起骑车在多个部门之
间来回跑办业务。 她的衣服被汗
水浸湿，喝口水，拿上材料，换个
衬衫，就又跑出去忙碌。功夫不负
有心人， 最原始的房产证明找到
了，养老照料中心如期开工。

养护型的照料中心主要为地
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
护服务。 水龙头怎么安？ 厕所门
怎么开？ 床怎么放？ 在中心的内
部设计和装修上， 郭云又开始忙
活起来。 她常常看材料、 写汇报
到一两点钟， 终于， 朝阳门街道
的养老照料中心第一个开工建
设、 第一个开始试营业、 第一个

取得营业执照。
养老工作靠的不是一己之

力， 更不是一技之长。 郭云懂得
这个道理 ， 她想出了一个 “高
招” ———广泛的社会动员、 丰富
的志愿服务、 持续的氛围营造。
她开始忙活筹建 “互助+志愿者
联盟”， 并通过微心愿、 低龄助
高龄等系列活动， 聚起了助老志
愿服务的高人气儿。

近一年来， 朝阳门街道收到
不少地区老人及家属送来的锦
旗、 感谢信， 多种类型的养老模
式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得到了居民
的称赞。 街道在承担区居家养老
试点 、 医养结合试点工作的同
时， 多次得到很高评价， 还获得
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颁发的
“敬老文明号”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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