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后”上海小伙陈
胜超曾在陆军炮兵某部队
服役，2009年9月脱下军
装后，他成为中国商飞公
司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零件加工中心钣金车间的一名飞机钣金工，但骨子里还
是军人，退伍不褪色。好强，是陈胜超的特点，当兵的时
候是这样，到了上飞公司依旧是这样。在同伴之中，陈
胜超总是渴望成为最优秀的那个，一直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从战士到技师，陈
胜超在新岗位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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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牵手艺术彩
虹 献给未来地球”青少年文具用品
创意艺术慈善教育项目论坛暨成果
展示会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办。
论坛现场，对于如何扩大慈善项目的

“造血”功能，形成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如何根据培训对象的特点，更好
地挖掘特殊孩子的天赋等问题，来自
慈善机构、特殊学校、高校、文具企业
的代表们汇聚一堂，结合所参与的创
意艺术慈善教育项目发表见解和体
会。而场外，印有京剧脸谱的绘画用
品外包装、具有上海城市地标元素的
画作和卡片……这些由患有自闭症
的特殊儿童创作的艺术作品吸引了

诸多参观者的目光，其中不少作品已
进行了量产。

本次青少年文具用品创意艺术
慈善教育项目论坛暨成果展示会由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市慈善教育
培训中心、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主
办，并得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晨光
彩虹公益专项基金的支持。其中，青
少年文具用品创意艺术慈善教育项
目于2018年 3月启动，以青少年最
熟悉的文具用品为设计对象，通过
开展创意设计培训、组织文具用品
创意设计大赛和优秀成果展等形
式，激发参与者创意设计的热情，培
养崇德向善的公益精神。项目培
训、设计大赛、优秀成果展等覆盖了
大、中、小学各学段、各层次的学生，

包括以自闭症为主的特殊孩子。对
于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主办单位将
助其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并用所得
收益反哺新的公益项目，以惠及更多
的特殊学生。

在文具用品的创意设计培训阶
段，特殊学生的课程策划和培训指导
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应用艺术设计
学院的12名专任教师和70余名学生
共同参与完成，该校师生志愿者赴全
市12个培训基地为近500人次的特
殊儿童开展了20场培训活动。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应用艺术学
院师生发挥专长志愿服务慈善培训
项目，活动过程中教师全程主导，学
生积极参与，他们以行动践行新时代
高校师生的责任与担当。二工大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莫亮金表示，教育
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将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与专业课程相融合一直是
学校所推崇的教育理念和努力方
向。在学校思政教育课程第二课堂
的开展中，专业老师全情、全程、全方
位参与，拓展了课程思政的舞台深
度。教师以行动引导青年大学生关
爱社会特殊群体，发挥自己的专业力
量，用实际行动感恩社会，培养大学
生群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恩
情怀与回馈意识，在“助人自助”中为
特殊群体带去关爱和温暖。

而今，共评出73个获奖作品（普
通青少年作品50件，特殊儿童作品
23 件），成果先后在2018 上海设计
周、国际“手造”博览会等进行展示。

将创意设计与教育融合 慈善项目扩大“造血”功能
青少年文具用品创意艺术慈善教育项目论坛举行

“门外汉”苦下功夫淬炼技术
钣金是飞机制造的一项重要工

种，钣金工利用金属材料的塑性，运
用收和放的技巧，用各种钣金工具对
零件进行塑形，制作出各种形状不同
零件，并符合其工程技术要求，满足
飞机装配要求。陈胜超在进入零件
加工中心钣金车间之前，对钣金工种
毫不了解，但是军旅生涯培养了他

“不服输，不怕输”的精神，这为他后
面的技能训练打下了基础。

“相比于一起入职的同事，我少
了几年的技术培训，甚至连钣金的基
本功都不会。那时候我为自己定的
目标是‘差距先赶上’。”陈胜超能够
做的，就是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他所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比别人
多做多练。别人在午休时他在练习，
别人下班了他也在练习，有时周末他
也会到公司里来。

陈胜超要求自己每天多练1个小
时，一周下来他就至少比别人多了5个
小时的练习时间。就这样，默默坚持
了两年，陈胜超通过了初级工的考试，
他觉得这是努力所得到的回馈。

陈胜超的师傅是“大国工匠”王
伟，成为“第二个他”，是陈胜超的奋
斗目标。师傅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关
键作用。王伟是中国商用飞机首届
职业技能大赛钣金工的第一名，也是

“大国工匠”，他将“看家本领”倾囊相
授于陈胜超。陈胜超在练习中曾经
常犯错，即使如此，他也很少被王伟

呵斥，王伟会尽量让他自己反省，而
不是靠强制性的惩罚手段。“高压能
压一时，但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只
有靠自己醒悟，才是最佳的方式。”

钣金工作少不了敲敲打打，“意
外”也会偶尔发生。陈胜超说，一次
他在制作一个零件，零件比较复杂，
敲击了很久还没有做到位。这一急
用的力气更大了，动作变了形，敲到自
己的拇指上，手上当即起了水泡。“这
次的经历算是吃过亏了，自己也长了
教训，以后的零件制造过程中更加冷
静思考、合理操作。”陈胜超回忆道。

在陈胜超看来，发扬工匠精神不
一定非得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爱岗
敬业的点滴也能体现工匠精神。工
作之余，陈胜超取得了铆接资格证并
通过钣金冷校形、热校形等培训，生
产零件的同时还能维修飞机，把自己
培养成“复合型技能工人”。因为具
备一些跨专业知识，他经常参与
ARJ21-700飞机105-125架机的校
形任务。尤其是107架机的缝翼校
形，接到任务后他仔细分析，与经验
丰富的老师傅一起攻关、想办法，最
终保证了107架机的生产进度。

当107架机在党的十九大召开
期间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他发自内心
地自豪，这“成功一飞”也有他的一份
力量。“其实，每一次看见商飞的飞机
下线、上天，我都意识到那里承载着
自己亲手制造的零件。这种感觉，就
像看见自己足月的孩子般奇妙而感
动。”陈胜超说道。

成功背后蕴含着坚持与积累
2014年，中国商飞公司承办中

国技能大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
于拿到了梦寐已久的荣誉——飞机
钣金工种第一名。2016年4月，陈胜
超“成功晋级”中国商飞公司十大青年
英才，同年又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他和
国产商用飞机项目共成长，大飞机事
业成为他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平台。

任何成功都不是巧合，而是长期
对梦想的坚持与积累。因为好强、勤
勉、刻苦，陈胜超在部队时就获得过优
秀士兵的称号，是重点培养对象。每
次练兵或者比赛后，他都会寻找过程
中的疑难点和错误，并进行分析与记
录，把失败与困难当做下一次成功的
基础，这样面对新的任务才不会畏惧。

据悉，在陈胜超入伍第一天，起
床的号声吹响后，按照纪律要求，士
兵们必须在3分钟之内完成洗漱、穿
衣、叠被等动作，而作为新兵的陈胜
超，却在这个环节败下阵来。列队集
合时衣衫不整，班长看看他，只淡淡
说了句，要他留在宿舍，不用出操
了。这个看似并不严重的惩罚，却给
陈胜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凡事要强
的他决心要做一名“优等兵”。

相比于来自天南海北的其他战
友，陈胜超觉得自己的弱项在体能方
面，于是他严格对自身的要求，加强
体能训练。“那时候最常练的是俯卧
撑，训练从开始到结束的标准就是汗

水能够打湿铺在地上的一张报纸。”
对那时的经历，陈胜超依然记忆犹
新。在新兵连成长了3个月，他如愿
成为了一名优等兵。

在退役后的工作中，千锤百炼、
精益求精打磨技术的拼劲是一脉相
承的。“我们的允许公差是80丝（即
0.8毫米），但在我的班组里，我对自
己和组员的要求是零公差。”如今，陈
胜超已经作为钣金车间钣金四组班
组长工作了4年，他坦言，自己的要
求还是蛮高的。

在边摸索边管理的过程中，陈胜
超认为，班组长首先要顾全大局，在
工作中不能斤斤计较；其次要谦虚谨
慎，飞机制造涉及的领域广，要学的
知识还有很多，哪怕懂得再多、经验
再丰富，质量意识也不能有半点松
懈；再次要懂得感恩，带着感恩去工
作，感恩有这样一个令人值得骄傲的
平台，感恩手把手教他的师傅，感恩
身边的领导同事，感恩遇到的困难和
挫折让他不断成长，感恩组员齐心协
力完成车间各项生产任务。

下一步，陈胜超将进一步梳理钣
金零件制造和飞机钣金维修校形之
间的联系，提高零件质量、缩短维修
时间；将群策群力工作作为班组建设
的首要任务，发挥每个组员的作用，
挖掘每个组员的潜力，让群策群力促
进生产效率。他说，要把做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当做人生目
标，在国产商用飞机事业中不懈奋
斗，书写一名退役军人的人生华章。

“85后”陈胜超从优等兵到国产商用飞机金牌技师

敲敲打打间彰显退役军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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