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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大牛”登峰造极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员方国红

耐腐蚀、抗老化、耐高低温、耐高压，

防火……作为国民经济的“神经”和“血

管”，我国电线电缆制造业不断在转型升

级，目前年产值规模超万亿元，是仅次于

汽车制造业的第二大行业，线缆行业规

模、线缆产销量均为全球第一。广东省首

批特级技师、广东省线缆行业首位电线电

缆制造工特级技师、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李楷东扎根线缆

行业 26 年，不仅见证了该产业的蓬勃发

展，也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推动技术革

新、产品迭代的“创造者”。

不断打破职业评级“天花板”

1999年7月，高中毕业的李楷东来到

广州南洋电缆集团有限公司从一名普通

工人开始做起。为尽快适应工作的要求，

李楷东立志扎根一线，苦练看家本领，虚

心向身边同事请教电线电缆制造知识，把

握线缆生产各环节的质量重点，努力提高

自己的技能。

在绞制工序学习单线焊接时，为了保

证单线圆整度，李楷东经常被锉刀搓到食

指。时间久了，食指指纹都被磨得很模

糊，快辨认不出来了，有时还被烫出小水

泡。通过努力学习，在入职4个月后，李楷

东就能独立操作绞线工序的框绞设备，掌

握了电线电缆导体的生产工艺技术，吸收

消化生产工艺中的要点，成为一名合格的

绞制生产机长。

为树立更加清晰的职业目标，李楷东积

极参加职业技能评定，提升自我专业水平。

2013年，李楷东通过技能考评，获得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师职业资格》证

书。当拿着人生第一本技能证书时，李楷东

给自己立了目标：要成为线缆行业的高技能

人才，在线缆行业中成就自己的事业。

于是，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李楷东

通过不断学习和参加考评，打破职业评级

“天花板”。在2016年获得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颁发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

员》资格；2018 年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颁发的《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019 年获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机械

行业能力考评高级考评员》资格。

攀登技改的“高峰”

“其实很多设备技术上的革新，都来

源于基层生产员工的操作经验和提议。”

李楷东介绍。在10年前，将电缆绝缘层偏

心度控制在≤5%，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当时最好的行业技术只能做到≤
6%，而国家标准是≤15%。凭着一腔热忱

和韧劲，李楷东决心解决这项行业难题，

从绞线、交联工序到模具材质、尺寸的优

化，从调整生产工艺到改造关键技术，一

次次攻坚克难后，他研发的样品送检全部

合格，达到偏心度≤4%——这意味着使用

寿命更长、安全稳定性更高的电缆质量。

该技术得到南方电网、广州地铁、厦深高

铁等工程专家认可，为公司增加产品销售

额超1亿元/年。

一旦攀登上技改的“高峰”，课题难关

是一个接一个——李楷东继而推进解决

了绝缘层与护套层粘连问题，将两道关键

工序“合二为一”有效提升了产能；利用先

进技术，解决了风力发电电缆在生产过程

中铝塑复合带纵包容易出现起包、开裂的

质量问题，让“广东造”电缆出口希腊风力

发电……

“见缝插针”传授技艺

哪个工序不忙了，就可以很快组织几

小时、一两天的职业技能培训，不用请假

跑去外地培训；行业专家来公司考察，也

可以请他们走到设备前交流经验和心

得。如今，“见缝插针”地传经验、带队伍

就是李楷东的“日常”。

“广东是制造业当家，技术工人很有

前途。”李楷东充满信心地说，“新八级工”

政策落地企业，就是要让技能人才得到肯

定、得到提升，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

制造业钻研技术。

李楷东的不懈努力，影响带动着身边

更多技能人才的成长。“2024年，我们公司

新增加了2名特级技师、1名高级工程师、6

位高级技师、30位技师、109位高级工。”李

楷东开心地告诉记者，“新八级工”制度落

地后，技能人才发展晋升的“天花板”打破

了，同时企业可以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

评定，这让大家干劲儿更足、更有奔头。

每天，到岗参加完交接班后，郑珊廷

就直奔一线对电气设备运行操作及维护

进行检查。在电气车间平凡的岗位上，

他和“电老虎”打交道的时间已经有 34

年了，面对众多电气方面的“疑难杂症”，

他都能快速判断故障点位置。在电气

“零故障”上下严功夫，勇当从严从实保

电气系统安稳运行的表率，为公司生产

装置提供最好的能源“动力”，是郑珊廷

一直坚持的工作准则。近日，广东省

2024年第二批首席技师出炉，中国石化

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茂名石化”）电工首席技师郑珊廷榜上

有名。

在挫折中成长成才

1990年，郑珊廷从茂名石化技工学

校毕业后便加入了茂名石化。刚进厂到

工作岗位时，变电所内复杂的电控设备

系统，让他这个刚入行的“新兵”眼花缭

乱、心怀忐忑。

有一次，变电所内一台高压风机在

作业过程中发生跳停故障需要处理，郑

珊廷先行前去处理。可当看到一串串指

示灯和动作信号，他乱了阵脚，心里着急

却不知道如何处理。直到师傅们前来处

理，故障才被顺利排除，而此时已经耽误

了不少时间。这一次教训让他铭记在

心，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技能的差距，唯有

勤学苦练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

那次之后，郑珊廷自费报读了公司

的职工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并积

极地参加各类技术技能竞赛。空闲时，

他把维修更换下来的旧电器、坏零件捡

回来，通过“解剖”查看电路结构，再想办

法重新接线做电路实验，由表入里，弄懂

弄透设备结构和原理。遇到新设备时，

更是如获至宝，找来图纸，仔细钻研，直

到了解每一处构造原理。就这样，他不

断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自己，很快

练就了一看到故障就能判断出故障点在

哪里的“看舌辨病”的绝活，并先后荣获

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技术能手、第一

届南粤技术能手、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电工技能大师等荣誉

称号。

回忆过往的酸甜苦辣，郑珊廷谦虚

地说：“其实我和其他员工没有什么差

异，只是自己有更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主

动担当的责任心。每天都有一点小提

高，那么，工作就肯定有收获。”

扎根基层做好“传帮带”

多年来，郑珊廷一直扎根基层，对技

术创新孜孜以求，攻克60多项困扰电力

系统长周期运行的技术难题。如今，车

间每次重大技术改造，都能看到郑珊廷

的身影，同事们认为，只要有他在，就像

给部门同事吃了“定心丸”，他也被同事

们亲切地称为“电王”。

2023年，中国石化成立了“郑珊廷技

能大师创新工作室”，旨在聚焦高质量发

展，紧紧围绕安全供电、挖潜增效、节能

降耗、杜绝电气原因非计划停车等重点

工作，开展“揭榜挂帅”活动。工作室充

分发挥“老带新”+“传帮带”作用，采取

“一带一”“多带一”“课题带徒”方式，开

展导师带徒活动，讲授知识、传授方法、

解疑释惑，帮助指导徒弟成长成才，车间

现有结对师徒80余对。以课题为平台，

将徒弟、大学生、骨干纳入电气5个专业

核心团队，在推进做精、做深、做细专业

管理中提升他们的思考能力和破题能

力，促进他们综合业务素质能力不断提

升。

郑珊廷认为，从过去的单兵作战，到

现在的合力攻关，创新工作室较好地激

发了广大员工的参与意识，逐步形成了

多人参与、群策群力群众性技术攻关的

良好局面。为车间供电系统的安全性稳

定性可靠性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工匠精神是一种追求卓越、精益求

精的工作态度和职业操守，强调对工作

的热爱、专注、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坚守

岗位 34 载，郑珊廷表示，接下来还将依

托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启动一点、带动

一片，积极调动基层技术骨干的智慧和

力量，时刻关注电气部生产过程中的瓶

颈和问题，敢于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

案。积极参与电气部技术改进和技改项

目，为电气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贡献

力量。

广东省首批特级技师李楷东：

“电王”绝活“看舌辨病”
■全媒体记者誉建业

广东省第二批首席技师郑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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