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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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进口车辆他就抱着词典自学英语
■痴迷修车他时常做梦都在修车排故障
■因维修保质期长请他修车 “一号难求”
■他就是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职工、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公交汽修人王新南

承修车辆超万公里无故障

她的小本子就是建会“百宝囊”
东华门街道南池子社区联合工会主席林芬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文/摄

■首都工会人

在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
司 ,提起王新南 ,不少司机都会竖
起大拇指 ,因为他不仅车修的快 ,
且 “保质期 ” 长 ,司机们都争着
让他维修， 有的司机甚至和他开
玩笑： “挂你的修车号比协和医
院的专家号还难。” 不仅因为他
是第三届北京市职工技能大赛汽
车维修工的冠军， 首都劳动奖章
获得者， 更因为他是承修公交车
辆累计无故障行驶超万公里的安
全卫士。

今年10月23至11月5日 ， 由
北京市总工会等单位在王府井步
行街推出的 “技能梦·职工梦·中
国梦” 主题展览中， 王新南的照
片和技能冠军事迹也展示在 “技
能实现人生梦想” 的篇章中， 这
次经历不仅让王新南成为了公交
保修青年中的 “明星”， 更是成
为车间 “小伙伴” 们争相学习的
榜样。

刻苦学艺
参加技能大赛夺魁

今年28岁的王新南是北京公
交保修九厂技术部的一名普通职
工。 10年前， 他怀揣着 “爱车、
爱鼓捣车” 的简单憧憬， 从通州
区西集镇辛集村的一个普通的农
民家庭走进了北京公交。

在王新南工作的车间， 摆放
着各类检修和排查车辆故障的设
施和装备， 和几十年前老解放、
东风的单一车型不同， 当今的公
交车辆早已今非昔比， 单机车、
通 道 车 的 不 同 构 造 ， CNG、
LNG、 欧四 、 欧五 ， 纯电动汽
车、 混合动力、 双源电动的多种
驱动方式， 光车型就已达到120
余种。 这无疑对公交汽修人员的
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
且随着公交车辆的更新换代、 不
断升级， 电脑检测 、 ECAS电控
试验台等检测维修手段的普遍应
用。

王新南告诉记者， 尤其是近
几年公交车辆大批更新换代， 新
技术新车型集中涌现， 毕业时在
技校学的维修技术知识和方法显
然有点不够用了。 这边老车型的
维修保养还在继续， 新车保障又
迫在眉睫， 为了尽快掌握新车型

保养维修技能， 只有技校文化水
平的王新南抓住了所有零碎的时
间学习新车型、 新技术， 一边吃
饭一边研读新车构造， 就连坐下
休息也在跟组里的师傅一起讨论
故障难点， 遇有进口车辆经常还
得抱着词典查英语单词， 有时候
甚至连做梦都在修车 、 排除故
障。 很快， 他就全面掌握了全部
承修车型的维修要领， 能够独当
一面， 甚至连有着多年维修经验
的老师傅也会向他请教。

2013年， 他报名参加了第三
届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 备战期
间， 他没日没夜地学习车辆技术
知识， 虚心向师傅请教疑难故障
的判断方法。 正是凭着一股子年
轻人的韧劲儿， 再加上平时不断
实践、 总结、 改进， 他最终一举
夺魁， 获得了北京市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汽车维修工 （大客车） 冠
军。 经过不断历练， 短短几年，
他也从一名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
一名汽车修理工高级技师。

承修车辆
超万公里无故障

在公交保修区域化调整之
前， 王新南一直是保修五厂二车
间油电组的一名普通维修工人。
他始终坚持着 “一报多检、 有报
必修、 修必彻底” 的理念， 因为
精通各类车型， 故障判断迅速、
准确， 保养维修精细、 到位， 干
活一丝不苟， 创造了承修车辆累
计无故障行驶超万公里的记录。

王新南维修车辆 “快 、 准 、
细” 和修复车辆 “保质期” 长的
工作特点很快就在公交司机中传
开了， 只要是跟油电路沾边的问
题， 司机们都争着想让王新南维
修， 甚至让调度员有时都犯难。
有的司机甚至笑称， “王新南的
修车号比协和医院的专家号还难
挂”。

从奋战在公交保修生产一线
的技术工人到厂技术部的骨干，
王新南时刻以当好新一代公交保
修传承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车辆维修工作光干好还不够， 一
定得在其中总结出一些车辆维修
的 “小窍门”、 “小技巧”， 并通
过微手册、 微讲堂等形式向生产
一线职工推广。 由于这些技巧非
常实用， 大大提升了故障判断的
效率和准确性， 在推广的过程中
受到了职工热烈地欢迎， 甚至有
的职工建议王新南再加印一些手
册， 别的厂的师傅也想要。

深入一线
维修排除故障六成

业余时间， 王新南还致力于
研发一些便于生产的机工具， 先
后设计研发了低压燃油管路拆装
工具等， 一方面为职工拆装作业

大幅 “省力”， 另一方面大大降
低了油管拆装损耗， 仅这一工具
每年就能为企业节约数万元 。
2012年， 公交保修 “拜师学艺 ”
活动正式启动， 王新南成为了厂
子聘请的第一批 “师傅”， 也是
其中最年轻的 “师傅”。

从大讲台变成一对一， 从广
泛指导变成个别辅导， 王新南在
这个新角色中倾注了大量精力。
每周制定培训计划、 内容， 不定
期的手把手辅导、 实操测验， 都
是王新南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
虽然也很辛苦， 但王新南告诉记
者 “能够发挥技术特长将自己
‘肚子’ 里的东西一股脑 ‘倒出
来’， 带动身边青年技术水平提
升， 这让我感觉很幸福。 将自己
的知识转化成了大家的知识， 苦
点儿累点儿又算啥？”

为了实现 “维车保运” 的企
业宗旨， 王新南带领车间团支部
的青年志愿者， 利用双休日主动
找到300路车队开展上门义务检
修车辆服务， 把车辆故障隐患排
除在出站之前， 这样就大大避免
了公交车泡在行驶途中的可能，
让市民坐上放心车。 王新南作为
一名团支部书记他让其它志愿者
轮流排班， 而自己连续三个月每
周亲自带队放弃了12个周末时
间， 深入一线开展车辆故障排除
服务。

由于他们的辛苦努力， 车队
的中途故障率降低了60%， 有效
减少了空驶公里。 自2008年参加
公交志愿者以来， 王新南个人累
计参加志愿服务达900多小时 。
2013年， 由王新南组织的志愿者
340人次参与车辆检修服务， 为
运营一线义务检修车辆 2100车
次， 排除故障隐患50多起， 有效
为车间分担了工作， 为一线排忧
解难。

林芬说自己从事社区工作称
得上是得心应手： “作为这里的
工会主席， 我感到很骄傲。”

南池子社区地处北京中心 ，
被中山公园、 文化宫、 普渡寺、
菖蒲河三个公园和一个寺庙环
抱。 社区融汇了皇城文化、 市井
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 寒暑假和
所有节假日不用说了， 就是平时
也是人流如梭。

南池子社区共有178家单位，
中小非公企业单位142家 ， 已经
有120家成立了工会， 经常扎到
下边， 林芬对这100多家单位都
很熟悉， 知道哪家有什么困难，

该提供什么帮助。
以帮扶工作为例， 南池子社

区创立了一个叫 “帮吧 ” 的项
目 ， 也就是 “帮您一把 ” 的缩
写。 社区工会联系了王府井一家
商贸公司和南池子电器仪表修理
部的陈善鹏、 杜小龙、 陈玉选 、
张晶华等职工以及各种社会资
源， 创建了帮扶中心和志愿者服
务 队 ， 采 取 固 定 、 集 中 、 移
动 等 方式 ， 义务或低偿地为职
工和居民提供修理家电、 剪裁衣
服、 惠及购物、 心理减压、 法律
援助、 课外辅导等多项服务。

林芬自称性格属于热爱工

作， 责任心强， 干一行， 就能踏
踏实实爱一行， 任劳而且任怨，
遇到困难， 不退缩， 没有荣誉也
不争的那种人， 所以领导对她挺
放心 ： “我的优势就是服从领
导， 听从指挥。”

林芬有个小本子， 上面记录
着企业成立的时间、 地址、 经营
范围、 注册资金、 输入代码、 人
员构成以及变更情况。 这让林芬
工作起来很方便， 和电脑存档同
步， 随时随地都可以调出来。 本
子上用了钢笔、 铅笔、 圆珠笔等
不同颜色的笔， 这些符号和颜色
只有林芬自己懂。

“企业法人 ， 我就用红笔 ；
临时人员， 我就用铅笔； 更正，
我就用签字笔； 人员走了， 我就
划掉……您看这家公司， 准确的
叫法应该是桃源红花商贸有限公
司， 但以前的俗称就是桃源商贸
公司， 和营业执照上的称谓名称
不相对应， 上级来检查， 对不上
号， 会带来很多麻烦， 为避免重
复劳动和做无用功， 我就一一做
了更正和修订， 并一一誊写到本
子上。”

林芬说， 自己很热爱工会这
份工作， 希望联合工会的服务体
系能逐步系统化、 经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