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欣欣/文 通讯员 马振涛/摄

———记公交保修三厂高级技师吕则江
党员工匠施妙手 爆胎锁进安全笼

落日余晖下的厂房仍然有些
闷热， 高级技师吕则江擦了一把
脸上的汗水， 回过头又和工友们
讨论起来。 “要不在底部加装两
道滚轮 ， 再在侧面配装两组试
试， 底部和侧面同时滚动摩擦，
最大程度减小轮胎转动阻力 。”
说话间， 吕则江带领技师工作室
的几名师傅行动起来……这是记
者近日在公交保修三厂广安门车
间看到的一幕。 他们来自公交保
修三厂 “大工匠” 工作室， 高级
保修技师吕则江正在带领他们加
紧完成一项重点安全隐患治理科
技攻关项目的核心部件。 这些技
术革新的 “幕后操盘手”， 正是
吕则江和他身后的 “大工匠” 工
作室技术团队。

普通岗位 同样有为

吕则江高中毕业后从一名汽
车维修学徒工做起， 每天干的就
是在机床上拆解、 组装、 校正柴
油发动机高压泵。 虽然岗位普通
枯燥， 但进厂30多年来吕则江一
直坚信， 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于
柴油公交车高压泵的维修工作而
言 ， 锉 、 刮 、 钻是维修的基本
功， 看似简单， 但实际难度高、
技术性强， 工艺累计尺寸误差不
超过微米， 这只有一根头发丝的
宽度。 在别人休息的时候， 吕则
江拿着废弃的总成配件对照维修
工艺标准用锉刀等工具慢慢找平
工作表面。 这个极其枯燥的过程
需要极大耐心与毅力， 为了将误
差控制在微米 ， 他一练就是15
年， 这种专注于执着， 练就了他
一身的绝活。 对吕则江而言， 维
修不仅仅是一门手艺， 而是融入
他骨血之中的一份事业与一种信
念。 这样的执着与专注， 他在公

交保修三厂已坚守了38年。 38年
坚韧于岗位、 勤勉于日常， 使他
成长为公交保修不可或缺的车辆
维修能手 。 这种在别人眼中的
苦， 在吕师傅的眼中却是甜。

不忘初心 百炼成钢

“企业为工人搭建起干事创
业的大舞台， 工人们则在舞台上
尽情发挥。” 吕则江这样描述公
交保修的创业环境。 2008年后 ，
随着大量康明斯电控发动机投入
公交运营， 旧有的黄河、 解放车
型逐渐退出北京公交运营， 随之
退出的还有柴油机械式高压泵维
修技术。 吕则江所在的泵浦组解
散， 全部组员转入保养组负责新
型发动机维护工作。 “失业” 的

他并没有消沉， 而是以更加旺盛
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新的班组。 在
工作中， 吕则江发现车辆跑过10
万公里后拆下来的高压泵电磁执
行器几乎都是坏的， 如果全部领
新总成换上去， 这一个就900多
元， 全车12个， 得一万多元的材
料费。

人送绰号 “吕老扣” 的吕则
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通过解体
损坏执行器， 他发现原来是电磁
执行器泵腔里的油脂老化、 污染
卡死了柱塞顶杆， 电磁阀发出指
令后却推不动顶杆， 造成高压泵
工作不正常。

但是苦于没有维修工具， 电
磁执行器坏了就得拆下来扔掉换
新的， 太浪费了。 通过大量翻阅
技术资料， 借鉴泵浦组高压泵的

维修经验， 吕则江很快手工打磨
出一套简易执行器拆检工具。 将
高压泵电磁执行器卡入专用小压
具， 配上护套夹在台钳上， 轻轻
拧紧螺栓， 柱塞顶杆就被干净利
索地顶了出来掉在工作台上的海
绵收取盒中， 一股黑腻腻的油渍
从活塞腔中流出来。 然后用化油
器清洗剂将零件清洗干净， 按工
艺标准换上密封圈组装好， 上试
验台测试正常后就能装车投入使
用。 小技革当月就节省材料成本
12万元。

不忘初心， 百炼成钢。 吕则
江说， 他和 “大工匠” 技师工作
室之所以能不断地啃下各种 “硬
骨头”， “一靠团队协作， 二靠
学习钻研。 最关键的， 则是企业
激励员工不断创新和实现梦想的
体制机制。”

敢于筑梦 勇于追梦

在公交保修三厂工人地位最
崇高。 业绩突出者可以拥有自己
的工作室和技术团队、 定期评聘
“大工匠 ”、 “首席金牌员工 ”、
“首席技师” ……完善的激励和
保障机制引领着工人们不断筑
梦、 不断圆梦， 创造出一个又一
个 “奇迹”。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对于汽车来说， 轮胎就相当于它
们的鞋， 如果 “鞋子” 不舒服甚
至出了问题 ， 车子可是寸步难
行。 随着公交线网的不断扩充开
通和公交车辆的增多， 公交车辆
轮胎维修、 充气也变成极为频繁
的工作。 原来， 工作人员一般都
将轮胎水平放置在地面上， 站在
上面进行打气作业， 一旦发生轮
胎锁圈结合不严， 轮胎充气时锁
圈瞬间崩出， 上面那种人身伤害

事故就会极易发生。 一定得制作
一种轮胎充气防护装置， 保证职
工的作业安全。

在细致观察轮胎组装、 充气
流程后， 他在查阅技术资料的基
础上， 在厂技术部的大力支持下
利用车辆维修过程中报废的横
梁、 铁板、 轴承等材料焊接了一
个简易安全笼。 放在轮胎维修组
进行试验，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
觉得非常新鲜， 争相使用。 但是
好景不长， 一周后再没有职工愿
意尝试。 面对职工的质疑声， 吕
则江没有放弃， 而是将问题一项
项记录下来， 一周后一个崭新的
铁质框架运到轮胎组。

原来 ， 吕则江在听取意见
后， 在原有设计基础上， 在安全
笼的底面、 侧面和上盖顶部加装
了5套滚轮， 使轮胎能够更加轻
松地在笼内转动进出。 操作人员
可以根据轮胎的重量选择不同挡
位， 控制出气量， 使职工轻松在
安全笼外接稳轮胎。 一旦发生轮
胎充气爆炸， 冲力即可从框架侧
面泄掉， 金属钢圈和锁圈、 轮胎
橡胶皮被挡在防护钢板内， 操作
职工的安全可以得到根本保证。

如今，轮胎安全充气“神器”
已经在6个保修车间推广使用，每
当职工快捷安全的进行轮胎充气
作业时， 都会在心里对他和技师
工作室的师傅们翘起大拇指。

今年以来， 公交保修三厂党
员技师 “大工匠” 工作室已经在
厂工会和技术部的带领下， 进行
技术革新8项， 横直拉杆球头拉
压工具、 户外作业车辆安全举升
器等一批专修工具先后投入公交
车辆保修作业， 不但提高了职工
作业的安全系数， 而且省时、 省
力 ， 大幅度降低了职工劳动强
度， 深受生产一线的职工好评。

愿做阳光照亮孩子成长之路

□本报记者 任洁

———记丰台区东铁匠营第一小学教师周思悦

今年刚进入第三个本命年，
已获得包括2016年北京市师德先
锋 、 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一等
奖、 北京市小学规范化建设工程
先进个人在内的多项市区级荣
誉， 丰台区东铁匠营第一小学教
师周思悦喜欢把学生比喻成小
树 ， 说自己愿做清晨的一缕阳
光， 照亮他们的成长之路。

她喜欢给学生讲故事， 在书
的世界里读出习惯与大气 ， 将
“书语” 转化成一言一行。 由低
年级的 “读经” 到中年级的 “学
典”， 她带领学生以 “诗韵育少
年君子”， 举办诗文唱诵会、 唐
诗擂台赛， 成立小书社， 还与家
长一起 “品读经典， 亲子朗诵”
……通过长期的引导， 让学生们
爱上读书， 形成班级 “乐读” 文
化， 一届又一届学生在 “书语书
愿” 氛围下成长。

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 更要
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调动起学习
热情。 作为一名区级语文骨干教

师， 周思悦尝试将课堂更多地交
给学生。 她安排低年级学生扮演
课本角色， 通过 “给声母宝宝找
朋友 ” 、 “汉字王国大冒险 ” 、
“春天来了” 等语文活动， 激发
他们学习语言文字的兴趣。 根据
中年级学生喜欢尝试， 愿意用自
己的方式学习语文的特点， 她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活动，
包括到颐和园赏春景、 品北京小
吃、 寻访精彩博物馆等， 为他们
打开一扇发现知识、 探究知识的
大门， 让学生学会从生活中汲取
知识， 培养语文能力。

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她不会照本宣科， 而是给学生们
绘声绘色讲起英雄的故事， 从抗
战名将、 无名战士到奥运健儿、
普通工人， 用一个个感人细节去
打动他们， 告诉学生们英雄就在
身边。

在周思悦的眼中， 孩子们就
像一株株幼苗， 在成长的路上需
要阳光、 雨露的呵护与滋养。 她

爱他们天真无邪的笑脸， 爱他们
充满求知欲的眼神， “每个孩子
都是一个独特而稚嫩的生命， 我
喜欢把他们比作小树， 愿意做清
晨一缕淡淡的阳光点亮他们。”

学生小胡乖巧可爱， 但因为
先天原因患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
病， 出生仅几天就经历了人生第
一次大手术。 因为身体的原因，
她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跑跑跳
跳， 久而久之变得沉默寡言， 不
愿意和同学相处。 为了让她能够
生活在阳光下， 周思悦从小胡最
擅长的绘画特长入手， 为她举办
班级个人画展， 提供校级 “小头
雁” 展示机会……学生们惊讶地
感叹小胡的绘画功底， 送上一句
句夸赞。 小胡逐渐放下心防， 渐
渐融入集体， 开心的笑脸多了，
成为全班公认的小才女 。 2014
年， 小胡参与设计的 “我们的环
保班级” 宣传画在 “北京市班本
教育团队 ” 展示活动中进行展
览， 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周思悦的付出， 学生们感受
最深， 也用质朴的举动回应她。
她备战北京市班主任基本功大赛
时需要暂别学生 ， 多次外出磨
课。 但她每次回到教室， 总能看
到学生带来的惊喜： 整洁的教室
环境， 井然有序的课间安排， 就
连办公桌每天都有人整理一遍。
比赛前一天， 学生们为她打气加
油， 还有的自告奋勇做起形象设
计， “周老师， 您明天穿一套蓝
色衣服吧， 精神！” 当她带着二
等奖的荣誉证书回到学校后， 全
班欢呼雀跃， 就跟自己拿奖一样
开心。

很多毕业离开母校的学生，
依然会在教师节或元旦前后给她
寄贺卡 ， 除了祝福 ， 还会写上
“怀念母校， 想念周老师” “想
念那些和您一起读书的日子” 等
话语。 一个毕业生还搜集了每次
周思悦和他们读书聊天的照片，
制作成一张海报送给她， 成为她
和学生们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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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为吕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