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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兰敏：公交线路上的女“指挥官”

专题【人物】06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张瞳│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１年 2月 4日·星期四

上午9点，刚刚完成接班的曹
兰敏坐在熟悉的调度台前， 她双
眼紧盯着屏幕上线路的模拟图，
逐一了解着运营线路的路况。

曹兰敏是北京公交集团客四
分公司第十七车队的一名调度
员， 平日里， 她主要负责香泉环
岛区域的调度工作。 运营调度是
公交生产经营体系的中枢系统，
调度员是这个系统上的一个重要
组成， 在这个岗位上， 了解前一
天公里 、 车次 ； 关注高低峰车
次； 清楚客流、 车辆、 人员、 行
车时刻表情况……每天接班前，
曹兰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理
一天的运营状况 ， 一干就是18
年， 实现零失误， 解决各类运营
问题500余件次 。 2020年 ， 她获
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8年累计发车51万余车次
实现零失误零问题

调度员可以说是公交线路运
行的 “指挥官”， 每天要根据客
流 、 天气 、 路况等情况灵活发
车、 科学调度， 确保间隔合理、
准点运营。 调度员还是车队管理
的 “参谋员”， 要对每天的运营
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为车队提供
运营生产的第一手基础资料 。
“要干就干出个样子来。” 这是曹
兰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简单的说， 调度员就是每
天按照调度组长做的计划准点发
车。 遇到特殊情况不能按照计划
发车时， 就要调整发车间隔， 通
过临时调度措施确保运营正常。”
曹兰敏简明扼要的概括着自己的
工作。 如今， 公交调度早已实现
了智能化， 通过GPS地图， 调度
员可以直观并且及时了解车辆位
置。 “刚工作那会儿， 调度员可
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 那时， 对

于同条线路的司机， 要清楚每个
人的驾驶技术， 高峰时间要掌握
每条线路堵车点。 要想做个优秀
的调度， 没别的招儿， 就是要不
断积累经验。” 曹兰敏说。

2003年， 曹兰敏成为了一名
调度员。 “那时候， 我休息的时
候就到线路上和驾驶员、 售票员
了解情况， 记录线路上的各个堵
点， 为的就是能够保证调度工作
更顺畅。” 从首站坐到末站， 曹
兰敏一点点熟悉负责调度的线
路。 331路是她负责调度的线路
之一， 这条公交线路途经很多高
校、 医院。 在平时的聊天中， 驾
驶员、 售票员时常会提到线路堵
车的情况。 于是， 她多次实地探
查该线路， 发现每周五晚高峰时
段， 五道口附近是个堵点， 必须
提前采取调度措施 。 同时了解
到， 因为途经医院， 每周一上午
也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时段。 细
心的她， 记录下这些要点， 在调

度时， 提前做足准备， 确保线路
运营正常。

“只有不断地学习， 才能跟
上企业的发展， 才能为乘客提供
更好的服务”。 曹兰敏说。 为了
满足乘客出行需求， 北京公交集
团调度智能化深入推进。 这时，
她求知求学的那根弦绷得更紧
了。 钻研业务时， 遇到问题她就
“追 ” 着老师傅请教 ； 培训中 ，
她和负责编程的老师探讨。 不断
成长的她， 担任起了分公司小教
员， 将智能调度知识传授给同事
们。 在分公司调度员专业技能竞
赛中， 她连续两年取得第一名。
2009年， 在北京公交集团公司调
度员专业技能竞赛中， 她进入了
前十名。

杜绝 “凭经验 、 拍胸脯 ”；
不发 “关系车” “人情车”； 随
时根据客流、 天气、 路况等因素
的变化灵活发车……18年中， 曹
兰敏坚守工作原则， 科学调度，

确保间隔合理、 准点运营。 从未
出现过人为大间隔， 也未接到过
中途大间隔或等车时间长的相关
投诉。 她当班时， 职工完成的平
均班公里最高。 已累计发车51万
余车次， 实现零失误、 零问题，
解决各类运营问题500余件次。

实地进行客流调查
增设站位解决出行难题

“运营管理是车队的基础，
调度员要掌握运营数据第一手资
料， 当好车队队长的参谋。” 曹
兰敏说。 她坚持每天下班后， 对
一天的运营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把问题及不足及时记录， 反馈给
车队及接班人员。

休息时间， 曹兰敏总爱到管
辖线路进行客流调查， 走上沿线
站台、 走进居民小区， 了解乘客
出行需求、 收集建议， 为合理调
度车辆提供参考依据。 她对乘客
上下车地点、 每个站乘坐人数及
年龄段等信息逐一记录， 进行汇
总对比。 在掌握线路运营的第一
手资料的基础上， 她及时向车队
提出合理化建议， 为车队编制行
车计划提供详实的依据。

工作中， 曹兰敏还设计、 印
制了 《乘客满意度调查表》， 收
集乘客建议。 一次， 在对调查表
进行整理汇总时 ， 她发现反映
331路玉桃园站增设站位的建议
很多。 休息时间， 她多次来到这
里， 对周边环境进行实地考察。
最终， 提出增设站位的可行性方
案， 如实向车队反映此情况。 经
过车队多方协调后， 线路新增设
了玉桃园站位， 方便了沿线乘客
的出行。

每年桃花节、 红叶节， 曹兰
敏所在的线路途经的道路都会严
重拥堵。 她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

现， 拥堵点集中在香泉环岛到香
山路段， 于是， 向车队提出 “采
取重点路段临时调度管控措施”。
措施被采纳后， 不仅加快了车辆
周转 ， 还缩短了乘客的候车时
间。 多年来， 她利用业余时间开
展客流调查累计4000余小时。

服务同事热心周到
被称为“暖心大姐”

车队的调度室还是车队的
“暖心驿站”。 在同事眼中， 曹兰
敏就是这个驿站的 “暖心大姐”。
发车间隙， 她为司乘人员买饭、
打水、 热饭， 为职工运营生产作
后勤保障。 她还充当司乘人员与
家人的接线员， 大家也习惯了有
事留便条请她帮忙。

“李师傅， 您有鼻炎。 早晚
温差大 ， 注意保暖 。” “小张 ，
别嫌姐唠叨， 你喜欢足球但不要
熬夜看球， 要保证睡眠、 确保行
车安全。” “冯师傅， 路滑您别
着急， 开车慢点。” ……在车队
里， 同事们时常会听到曹兰敏的
暖心提示。

曹兰敏时刻牢记 “公交安全
无小事” 的责任意识， 她对待安
全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在车队出
了名。 每天酒精检测、 特殊天气
的安全叮嘱， 她坚决不放过一个
人， 不放过每一个环节。 一次，
早班驾驶员张师傅来到调度室酒
测签到。 平时不喝酒的他， 那天
酒测结果却显示异常。 “怎么回
事 啊 ？ 我 没 喝 酒 ， 真 没 喝 。 ”
“张师傅， 您不要着急， 我想想
哪出了问题。” 曹兰敏一边安慰
张师傅， 一边做细致的排查。 最
终， 她发现是因为张师傅吃过口
香糖导致的检测异常 。 她的细
心， 避免了一次因酒测仪器 “失
误” 影响正常发车。

提起保安吕建春， 门头沟区
三家店铁路中学的师生纷纷竖起
大拇指。 他给大家的印象， 就像
是电视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 》 里的主人公 “张大民 ” 一
样， 不仅勤勤恳恳爱操心， 还是
一个 “热心肠”。

吕建春年轻时是一名运动
员， 退役后正准备大展拳脚却遭
遇家庭变故———父亲去世， 母亲
和弟弟相继病倒。 为了撑起这个
家， 他回到家乡门头沟， 机缘巧
合成为三家店铁路中学的保安。
“我喜欢学校， 喜欢看着孩子们
朝气蓬勃的样子， 他们让我觉得
人生充满希望， 我很珍惜在这里
工作的机会。” 吕建春说。 对于
这份工作， 他的话语里透着真心
的欢喜。

“保安 ， 就是要保师生平
安。” 吕建春说。 他每天提前到
岗， 一丝不苟地测量体温， 进行
手部消杀， 做好师生的第一道防
护。 有的孩子忘带书本、 饭盒，
家长送到校门口时， 他会主动过
去接物品， 认真检查消毒后送到
孩子手上。 有的老师需要帮忙搬
重物， 他也会第一时间搭把手。

三家店铁路中学地处城乡结
合部， 周边交通和人员情况比较
复杂， 每天放学时都是吕建春最
忙碌的时刻。 只见他站在门口，
不怒自威， 沉着冷静的指挥过往
车辆和行人， 给学生开辟安全通
道。 低年级的小学生说： “保安
叔叔就像我家的 ‘门神’， 把坏
人吓跑了， 我们很安全。”

2018年一次值夜班， 吕建春
像往常一样通过监控排查着校园
周边情况， 突然发现画面中有人

摔倒。 他让同事留在保安室里照
看学校安全， 自己连外套也顾不
得穿就跑出去救人。 吕建春在保
安公司和学校组织的培训中学过
急救知识， 确认伤者是因为半身
不遂掌握不了平衡而摔倒后， 小
心将人扶起……事后， 获救人员
拨打了市长热线， 大家才知道他
的救人事迹， 他因此被保安公司
评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并获得奖
励。

除了积极做好保安工作， 吕

建春还主动承担了校园绿化工
作， 把阳光、 乐观、 积极带到校
园中的每个角落。 他利用下班时
间， 在树坑、 长廊下的空地里种
上向日葵， 到了收获季节， 师生
们围在硕大的向日葵花盘前共尝
劳动果实。 三家店铁路中学教师
李挚说： “吕师傅很辛苦， 不管
寒冬酷暑， 每天站完一班岗还要
给草坪、 树木浇水， 为花草剪枝
修叶。 看到他冬天里也忙出满头
大汗， 我都不好意思喊累了。”

学校门口的小黑板也是吕建
春的创作天地。 他每天把天气、
车辆限号情况和带班领导等信息
写在黑板上， 随手画上一些小花
做装饰， 给师生提供出行和工作
提示。 2020年暑假， 校长赵明勇
注意到这块小黑板， 与吕建春聊
了一会儿， 第二天便找来一块更
大的黑板挂在校门口。 黑板上的
内容升级为 “教育天地周报 ”，
从营造传统节日氛围到鼓励孩
子、 赞美生活； 从 “拒绝欺凌共
建和谐校园” 到 “扬帆起航迎牛
年 ” ……这里成了校园一景 。
“小小的黑板照样能焕发教育的
力量， 这是我在三家店铁路中学

这个大集体中耳濡目染习来的
‘内功’。” 说到教育， 吕建春有
着自己的见解。

吕建春是运动员出身， 踢足
球是他的特长， 经常利用空闲时
间加入学生们训练的队伍， 讲解
踢球技巧， 提出专业建议。 学生
们都爱围着他转， 只要吕建春一
出现， 便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他不像一个普通保安， 更
像生活的智者， 也是学校文化的
践行者。” 赵明勇评价说， “吕
师傅做事积极主动， 不计较个人
得失， 在保安这个平凡的岗位中
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为师生塑造
了身边的榜样。”

“爱铁中爱生活， 做最美铁
中人” 是三家店铁路中学的文化
理念， 也是吕建春的工作信条 。
保安收入不高， 在校内额外承担
的工作也没有多挣一分钱， 但他
对此坦然， 就像张大民一样笑对
生活： “人生的梦想有很多种，
实现的途径也有很多。 不轻易否
定自己， 在平凡岗位上发挥自己
的光和热 ， 是一个人最大的价
值。 我会努力用自己的双手让日
子更美， 生活更甜。”

校园里的“热心肠”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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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门头沟区三家店铁路中学保安员吕建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