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车身保修厂首席技师王新南
“火眼金睛”的汽修专家

□本报记者 盛丽

王新南是公交集团保修分公
司车身保修厂的首席技师， 也是
同事们眼中拥有“火眼金睛”的汽
修专家。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保
修人员， 要掌握足够多的知识，
还要肯动脑琢磨技术。” 十余年
的工作中， 王新南不仅主动补充
各种车辆维修技术，还编写教材，
为其他职工送去维修知识。

掌握维修技术
就要主动做主动学

提到汽车维修的话题， 王新
南打开话匣子。 早在中学时， 家
里有汽车的他在父亲捣鼓车的时
候都会凑上前去， 边观察边协助
父亲修理 。 因为对机械很感兴
趣， 王新南就报考了公交技校，
开始系统学习汽车维修知识。

理论课程、 实际操作……在
技校两年半， 学习刻苦的王新南
始终保持着第一名的好成绩 。
2004年， 王新南来到保修五厂开
始实习， 油路组是他第一个接触
的岗位。看似枯燥的零件清洗，成
为他两个月中不断重复的一项工
作内容。但是，在王新南看来， 这
是个积累维修经验的机会。

经验不断积累后， 王新南得
到一次独立维修的实操机会。“是
油泵的问题， 需要更换零件。”面
对一辆总是不爱着车的被修车
辆，王新南做出初步判断，他开始
完成这一难度较高的维修。

了解汽车的人都知道， 更换
油泵中的关键零件并不是一个简
单的操作 。 零件的工艺要求较
高， 如果更换不到位， 很容易出
现卡死的现象， 也会增加报废的
几率。 即便是一位工作多年的保
修人员， 也会将此项操作看做是
一个 “难活”。

对于王新南这个新人来说 ，
更是件艰巨的任务。“说实话，开
始我很发怵。没有退路，我努力让
自己静下心来，慢慢操作。”维修
最终顺利完成， 站在一旁的师傅
也称赞这位新人的悟性和能力。

王新南认为， 想要成为一名

出色的保修人员， 需要不断补充
业务知识， 也需要多增加实践操
作。 从实习到现在， 他到过油路
组、 发动机维修组、 油电组三个
不同的班组， 不管是面对什么维
修领域 ， 他始终保持着 “主动
做、 主动学” 的理念。

到发动机维修组不久 ， 一
次， 一辆安装着电喷电控发动机
的车辆需要维修。 因为更换这种
车型时间不长， 王新南的师傅也
没有什么维修经验。 怎么办？ 这
时， 王新南想到亲自组装一台发
动机， 了解机器的构造。

请教相关技术、 查阅维修手
册、 阅览生产厂商资料视频……
王新南边看边听边做记录。随后，
他开始正式组装发动机，一周后，
他完成这次“功课”，更深层次地
掌握了相关知识和维修技术。

成立技师工作室
研发创新设备近50项

2013年， 王新南已经成长为
车身保修厂中最年轻的一名高级
技师。怎么才能发挥技师的作用？

2014年， 以王新南名字命名的技
师工作室开始筹建。 “我们是边筹
建边开展工作。 ”王新南介绍，工
作室成立后， 拥有5名技师和2名
辅助人员。作为工作室的负责人，
王新南开始带领大家进行汽车维
修专业技术培训、疑难故障排除、
传帮带等多项工作。

2013年底， 车身保修厂开始
维修使用清洁燃料能源的车辆，
面对这种新车型， 如何做好新车
型的维修工作？ 王新南带头开始
攻关。 “虽然以往了解过一些关
于这种车辆的知识， 但是维修还
是头一次。” 怎么办？ 对此， 王
新南的方法简单但实用———找资
料深入学习。

抱着图纸、 参考书， 在车上
车下了解电器线路的走向、 控制
原理， 做出记录。 遇到不懂的问
题 ， 走访厂家技术人员虚心请
教。 不仅是自己 “吃透” 新车型
的维修技术， 王新南还将学习成
果制作成PPT后为大家讲课。

不仅是技术培训， 在车辆疑
难故障排除上， 王新南也发挥着
高级技师的作用。

一次， 一辆维修车辆被保修
车间查找了5天， 仍没有发现故
障所在的位置。 这时， 大家找到
王新南。 了解情况后， 王新南开
始从最基本的地方查起， “即便
是有人已经检查过的地方， 也不
能放过。 维修需要细心和耐心。”

趴在1米宽的车沟中 、 躺在
车身侧面……通过1天排查， 王
新南终于找到故障位置。 “是整
车通讯线路出现腐蚀， 导致车辆
出现了问题。” 最终， 他完成车
辆的修理。

在日常的车辆维修保养中 ，
常常会有一些实际困难得不到有
效的解决。王新南听到职工反映，
目前运营车辆中低压油管损坏率
比较高， 成为困扰保修生产的难
题。 他就带领技师工作室的同事
深入维修车间逐车进行调研，汇
总分析后发现， 低压油管和卡子
为一体式构造， 在车辆行驶过程
中受风化、雨水油污侵蚀等影响，
油管卡座接头老化， 职工在拆卸
过程中极为不便， 经常因为受力
过大，造成油管及卡座的损坏。

一根油管100多元 ， 而高压
油泵连接着四根低压油管， 如果
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的解决， 不
仅会造成失火隐患， 也会造成维
修效率的低下和材料成本的大幅
增加。 经过反复钻研实践， 王新
南他们终于自行开发出了低压燃
油管路专用拆装工具， 将维修油
管所需时间从近20分钟降至5分
钟之内。 单从油管拆装损耗率来
看， 仅这一项小革新每年就为企
业节约上百万元。

这些年来， 王新南技师工作
室在公交车辆维修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 他参加工作以
来 ， 参与研发的创新设备近50
项， 直接培训职工千余人次， 每

一项技术成果， 都凝聚着他辛勤
的汗水。

编写多本教材
向职工推广维修经验

王新南从不吝惜向别人传授
自己的本领，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
更是如此。 早在2012年， 王新南
就开始带徒弟。 介绍班组情况、
工作流程； 传授维修知识、 故障
排除经验……除去在理论知识上
给予徒弟赵凯仑指导外， 王新南
还手把手地教他实操。 如今， 赵
凯仑已成为单位油电维修方面的
负责人。

为将自己多年在公交维修岗
位上积累的经验传承下去， 王新
南还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 《技能
比赛培训手册》、 《新型公交车
辆技术培训资料》 等教材， 并印
制成手册向保修职工推广。 通过
他的努力， 大家的整体技能水平
都得到了提升。

在 2013年参加过技能大赛
后， 王新南又开始着手编写 《技
能比赛培训手册》， 手册包括理
论试题和实际操作两大块内容，
就连技术要领、 操作流程等小环
节， 王新南都一一进行了解释。

与此同时， 王新南还在编写
《新型公交车辆技术培训资料》。
在平时的维修工作中， 王新南就
是一位有心人， 他总是有意识地
将一些图纸和厂家技术资料进行
整理。 “这功课也不白做， 不仅
自己维修时用得上， 就连现在编
写教材也用上了其中的不少资
料。” 王新南说。

最近， 爱动脑筋的王新南又
有了新计划， “我在想， 是不是
需要在维修疑难故障上， 总结总
结， 也出一本手册供大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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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桂荣 苏士元 于振祥孙晓兰徐春妮

（2016年5月第二周）

徐春妮 ， 女 ， 1978年出生 ，
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春妮曾获得金话筒奖和金鹰
奖等主持人的最高荣誉， 因其健
康阳光的形象被北京市聘为健康
形象大使。 她热衷于参与各项公
益事业， 志愿主持的公益活动多
达几百场。 她捐建希望教室、 资
助近70名贫困学生， 还为孩子们
添置了电脑、 书籍及各种文体用
品， 捐款累计近20万元。

阳光灿烂源于爱心
孙晓兰 ， 女 ， 1949年出生 ，

东城区崇文门东大街居民。
自1998年至今， 孙晓兰主持

的助学亲友团， 对广渠门中学宏
志班近千名学生给予了物质与心
灵的“双助”。100名“宏志生”在她
60岁生日时为“宏志妈妈”颁发了
“人生导师”的聘书。受孙晓兰影
响，她的儿子、几十名宏志生乃至
北川地震受助的学生， 都相继参
与爱心活动，帮助他人。

“宏志妈妈” 爱的循环
彭桂荣 ， 女 ， 1949年出生 ，

丰台区华源一里居民。
1981年， 彭桂荣的丈夫腰椎

粉碎性骨折合并截瘫， 经她精心
伺候 ， 7年后竟可以架拐迈步 。
但好景不长， 1994年她与儿子相
继骨折， 之后公公患癌症， 丈夫
又患脑血栓卧床， 20余年磨难不
断。 彭桂荣从未放弃， 坚持为丈
夫倒屎倒尿穿衣喂饭， 撑起了家
庭这一片天。

撑起家庭一片天
苏士元 ， 男 ， 1963年出生 ，

丰台区劳动监察大队队长。
苏士元十年来探索创新劳动

监察模式， 建成全国首家 “两网
化 ” 信息平台 ， 可对全区6.5万
家用人单位实时预警 。 近三年
来 ， 他们共查处拖欠工资案件
8183起 ， 为2.6万名务工人员讨
回薪资5600万元， 多次避免群体
性事件和极端事件发生， 被誉为
“维护老百姓权益的保护神”。

劳动者的保护神
于振祥 ， 男 ， 1956年出生 ，

青龙峡旅游度假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于振祥主持旅游开发工作20余
年， 将水库区创建成年营业收入
2600万元的4A级景区， 实现了带动
周边村落共同发展的承诺。 他们每
年解决50个村民的就业岗位， 无偿
搭建农贸市场， 自筹资金建设3公里
公路， 开通到景区的公交专线； 当
地市级区级民俗村已达6成以上。

重承诺带动周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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