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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王志伟，37岁，汽车装调

工高级技师、 北汽集团首席
技师，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
司生产本部仁和工厂轿车2
部总装车间组长， 王志伟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

荣誉：
2005年， 北京市工业高

级技术能手、 北京市经济技
术创新标兵。2011年，全国机
械工业职工技术创新先进个
人， 享受北京市政府技师津
贴。201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2014年， 全国汽车行业
“青年岗位能手”。

绝活：
研究汽车装调技术 、总

结出车辆电路系统调整检测
技术和故障排除方法， 自行
编写汽车装调有关部件系统
的培训教材， 擅长汽车装调
过程中实用工具设计制作，
先后获得8项实用新型专利。

心中的工匠精神：
静下心， 择一业， 终一

生。 坚守执着， 惕励不懈，
匠人精工， 创新以恒。 一个
简单而美好的 “汽车梦” 永
远闪亮在我的心中： 正因为
我爱汽车， 爱北京汽车， 才
会有了我十几年如一日的坚
持， 我还会一如既往地走下
去， 用我的一辈子做好汽车
这一件事。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医师吕涛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韩冬野

援藏是一次致青春的修行

———记北京现代汽车装调工高级技师、北汽集团首席技师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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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点名请他修汽车
□本报记者 马超

汽车装调工需要将上万个零
件组装 、 调试 ， 确保每一个螺
丝、 每一根线都精准无误， 汽车
才能正常运转， 但其中一条线路
出了问题， 往往很难检测， 他经
过多年的摸索， 总结出了一套独
有的车辆电路系统调整检测技术
和故障排除方法， 能够快速检测
并排除故障。 从初级工到高级技
师， 一般人需要十多年， 他在一
次大赛中便完成技术五连跳。 新
的车型引进后， 外国来的技术支
援专家都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
他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他是北汽集团首席技师王志
伟 ， 北汽集团及北京现代 “80
后” 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代表。
自2002年加入北京现代， 王志伟
长期从事汽车装调工作， 是北京
现代中韩双方一致认可的 “一线
工人技术专家”。

技能等级实现五连跳

王志伟是顺义本地人， 从小
就喜欢玩机械。 初中毕业后， 王
志伟考进北京汽车工业学校读中
专。 中专毕业后， 他就来到北京
现代公司的前身———北京轻汽公
司， 在总装车间工作 。 2002年 ，
北京现代成立后， 他转入北京
现代总装车间工作。

“北京现代当时生产索纳塔，
我在生产线上当装配工人。 和北
京轻汽公司比起来， 北京现代要
忙碌得多 ， 每天早上8点上班 ，
晚上8点甚至10点才下班。 最艰
苦的是在2003年， 作为生产线上
的操作工， 看不见前途， 当时产
生了思想波动。” 王志伟说。

但转机也出现在那一年， 北
京现代产能从5万辆扩充到15万
辆。 此时， 车间维修班组招人，
新班组负责维修刚下线的新汽
车 ， 技术含量高 ， 进去需要考
试。 2３岁的王志伟和上百名员工
一起报名考试， 最终获得前6名，
顺利进入维修班组。

“从汽车装配工转为汽车装
调工是个转折， 学了几个月后，
我就开始独立操作了。” 珍惜难

得的机会， 王志伟开启了日夜兼
修的学霸模式， 他抱着一大摞各
类车型的电路系统调整检测方法
和故障排除方法， 成为维修组里
人人竖起大拇指的 “大拿”。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
2004年， 新世纪北京职业技能大
赛举办。 为了检验自己进入维修
班组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王志伟
报名参加比赛， “那时我压力很
大， 毕竟只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
中专生， 又是一个初级工。 有压
力才有动力 ， 只有努力证 明 自
己 的 实 力 ， 所 以 别 人 在 玩 的
时候， 我也要看书复习。”

最终， 王志伟通过了初赛 、
复赛进入决赛 ， 获得全市第七
名。 按照技能大赛比赛规则， 王
志伟也实现了从初级工到中级
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的
五连跳， 登顶国内工人技术评价
体系的最高峰。

解决外国专家的难题

拿下高级技师证书后， 王志
伟开始带徒弟。 “新人都是刚刚
毕业的学生， 没有任何经验， 需

要手把手地教。 我学历低， 还要
教别人， 就得提升理论学习， 很
多时候是现学现卖。” 王志伟说，
“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在带新
人时， 我会告诉他们哪些操作正
确，哪些不正确，该从哪里下手，
知识该学到哪个层次。 ”

为提高车间整体职工的专业
素质， 王志伟除了全权负责总装
车间技术培训工作， 还推出了工
程师学习提高的 “E2E每周技术
推客” 和技术人才培养的 “志伟
大讲堂”， 传授汽车理论知识和
装调技能， 先后培训员工4000余
人次， 培养出7名技术过硬的汽
车电器维修工， 其中有25名在其
指导下成长为技师， 并有两人成
为高级技师。

“他是北汽集团首席技师 ，
我们平时都叫他王首席。” 同事
黎彬说， “记得那年第八代索纳
塔首次下线后启动不了， 韩国过
来的技术支援者无法解决问题，
就打电话点名请王志伟过去， 王
志伟过去后， 运用独有的车辆电
路系统调整检测技术和故障排除
方法， 两个小时便解决了问题。”

做青年职工发展引路人

自工作以来， 王志伟解决了
生产技术难题120余项， 其中优
秀创新成果27项， 实用新型专利
11项， 生产改善项目300余项。

2009年， 在自身不断取得各
类技术创新成果的同时， 公司成
立了 “王志伟首席技师工作室”。
王志伟在创新工作室主要做工具
工艺改善、 人才培养、 经济技术
创新提案、 成果完善等4个大项
的内容。 也依托这个平台， 开展
各种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并担任
讲师， 不断推进技能型人才培养
工作。 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在公司
“两投一提” 项目中提出问题改
善措施160余项， 节约金额近740
万元 。 他还编写 “汽车电器系
统” 和 “四轮定位” 等7套培训
教材， 供青年技工们学习。

经 过 多 年 的 坚 持 和 锻 造 ，
“王志伟首席技师工作室” 为公
司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
技术人员。 2010年8月 ， 北京市
第十四届技能竞赛中， 王志伟的
徒弟中有2名获得汽车装调工技
师， 7名获得汽车装调工高级工；
2011年， 公司汽车装调工技师晋
级辅导工作中， 王志伟辅导的8
名技师中， 1名被聘为3级技师，
4名被聘为4级技师； 2012年， 在
王志伟的主导下， 车间职工培养
共计39285工时 ， 提出提案改善
31830件， 参与率高达215%， 占
公司第一； 组织462名职工参加
了北京市职业技能大赛， 培养了
技师16人， 高级工80人， 中级工
82人， 初级工161人。

这些年轻技师如今也成为北
京现代布局杨镇工厂 、 沧州工
厂、 重庆工厂的建设者， 逐渐成
长为影响一批人、 带动一批人的
青年技术榜样。 在 “十三五” 人
才培养规划中， “王志伟首席技
师工作室 ” 打造 “大厂工匠 百
炼成钢” 人才培养品牌和 “一
室五站” 人才培养模式， 为北京
现代人才培养提供了全新有效的
范本。

今年8月， 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妇产科医师吕涛， 顺利完成了
为期一年的援藏任务回到北京。
这位80后医师表示， 在正青春时
前往西藏进行医疗支援， 是一次
致青春的修行。

吕涛是北京市属医院第二批
“组 团 式 ” 援 藏 队 中 的 一 员 ，
2016年7月从北京飞往西藏 ， 对
点支援拉萨市人民医院。 吕涛的
前往得到对点支援医院的极大重
视， 她被授命为妇产科副主任，
同时也意味着吕涛要扛起旗帜，
带队尽快开垦当地妇科疾病诊疗
的空白。

“援藏一年后我会返回原单
位， 当地的医生同行们会继续为
老百姓服务 ， 所以输血不如造

血 。” 吕涛反复强调着这句话 。
所以， 援藏之初， 吕涛就明确了
自己的角色定位： 关键的配角 。
遇到妇科治疗的空白区， 吕涛总
是冲在第一线 ， 然后再分层教
学， 从主刀、 一助医师的手术路
径和操作技巧； 到低年资医师和
器械护士辅助手术时的器械连
接、 注意事项； 再到与手术室、
麻醉科以及其他外科一线工作人
员的配合沟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 吕涛带领
当地妇产科室团队开创了很多个
拉萨市人民医院的第一例， 如第
一例宫腔镜子宫粘膜下肌瘤电切
手术、 第一例下生殖道畸形矫正
手术、 第一例使用网片的盆底重
建手术治疗盆腔脏器脱垂等。 虽

然科室里很多人都远年长于吕
涛， 但久而久之他们都愿意做这
位年轻老师的徒弟。 “我会鼓励
当地医院的同行们， 你们真的非
常优秀、 你们已经非常棒了， 这
些鼓励会使大家更加团结， 更加
自觉地学习， 我希望新技术能早
点落地。” 吕涛说。

去年8月，一位有剖宫产史的
产妇在生二胎时出现胎盘植入，
主刀医师一边联系血源一边与家
属沟通切除子宫。 为此吕涛深夜
赶回医院， 认真分析患者的病情
并结合以往的经验， 最终决定为
患者保留子宫， 并将植入部分胎
盘保留在子宫内。术后，她一直关
注着患者出血和感染问题， 直到
患者两周后顺利出院， 这一做法

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属先例。
去年10月， 医院又迎来一位

双胎孕妇， 该孕妇生产时发生子
痫抽搐、 呼吸心跳骤停等情况 ，
正在休息的吕涛立即跑去参与抢
救， 孕妇剖宫产下了两名新生儿
却重度窒息， 等不及抢救设备，
吕涛就为重度窒息的新生儿做口
对口人工呼吸和心外按压， 直到
儿科医生到场接手抢救， 最终母
子平安。

谈到在援藏时的收获是什
么， 吕涛说： “一个很宝贵的收
获就是来自于心灵上的感触， 我
能在藏族同胞们的眼睛里， 看到
对医生的尊重和信赖， 每一条献
给我们医生的哈达， 都经由了双
手合十， 举过头顶。”

吕涛已把西藏装进心里， 当
做了第二故乡， 因为西藏见证了
她从医生涯的一次跨越。 “一例
例救治或者一次次日常查房， 不
仅让我获得成就感， 还有一种医
护人员能获取的力量在我心里扎
下了根， 我会再来的。” 吕涛离
开西藏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