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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学政：缘定第二“故乡”的扶贫医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司同

□本报记者 盛丽

公交维修的幕后“指挥官”
———记北京公交集团第二保修分公司第二车间窦店场站生产调度员孟宪楠

16年前的一场意外， 让内蒙
古太仆寺旗骆驼山镇的石海老人
卧床不起， 而如今却又可以重新
走路了。 帮助石海老人的， 是昌
平区中医医院的骨科大夫、 56岁
的戚学政。

1981年， 戚学政参军入伍 ，
在部队卫生所任职， 而后在昌平
区中医医院工作 20多年 。 2019
年， 他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太
仆寺旗医院执行为期一年的京蒙
扶贫医疗对口任务。 像石海老人
一样， 经他手获得新生的病人还
有很多。

从吉林山区出来的戚学政 ，
知道什么是贫困， 也知道贫困地
区老百姓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看
到好多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那种
生活， 戚学政就感到阵阵心痛。
“到那里看看， 为他们做点实实
在在的事。”

“刚到内蒙古， 我本想看看
手术室里的基础设施， 和同事聊
聊现状以后再展开工作的。” 戚
学政说。 可谁承想， 刚到还没半
小时 ， 一个片子就送到了他手
边———是一位中年妇女， 已经在

手术台上 ， 打好麻药 ， 准备截
肢。

由于这位患者年轻时4个脚
趾骨折， 没及时治疗， 结果随着
年纪增加， 患处越来越疼， 已经
难以下地走路， 本着 “长痛不如
短痛” 的心理， 这位患者准备截
肢。 戚学政看了片子， 了解了病

情 后 ， 直 接 从 椅 子 上 蹦 了 起
来———“这脚有救， 不能截。” 在
场的医生们很吃惊。

到岗一小时， 戚学政就站上
了手术台。 最终手术很成功， 目
前， 这名患者已经痊愈， 又能穿
上心爱的鞋子。 但是， 对于当时
的戚学政来说， 心却沉了下来。

“很多病人是看到了才知道， 他
们 里 面 有 很 多 是 多 年前受的
伤， 没能及时治疗， 贻误了治疗
的最佳时机 ， 遗留下好多后遗
症。” 戚学政说， “感觉非常遗
憾， 为那些没能及时得到治疗的
患者痛心。”

“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医院，
没有治疗啊？” 这是戚学政发自
内心的呼喊。 但在此之前， 当地
不管是医疗条件 ， 还是技术水
平， 亦或设备要求都不具备。 现
在 ， 在政府的支援下， 条件变
好了 ， “我觉得好多事都 是 能
够 纠 正 的 ， 这 些 病 患 还 能 弥
补。” 戚学政说。

因为受援地区偏僻， 交通不
便， 遇到特殊复杂损伤的病人不
方便及时转院， 戚学政便经常利
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加班加点为
患者动手术。 有一位患者， 因摔
伤导致左大腿4处骨折。 “这还
不是这名患者最重的损伤， 患者
腿里还有之前没取出来的钢板。
我们得把钢板取了， 再打上新的
钢板。” 戚学政说， “手术过程
中输血也不够， 我们一度认为患

者可能扛不过这次手术了。” 但
经过戚学政和当地医生7小时的
努力后 ， 成功将患者从 “鬼门
关” 拉了回来。

一年来， 戚学政做了近200
台手术， 这还仅仅是骨科内固定
手术。 他说， 他动过刀的外科小
手术， 自己都记不清了。

2021年2月25日上午 ， 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 “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 这一荣誉的名
单上， 有着戚学政的名字。

对于这项荣誉， 单位的同事
这样评价戚学政： 他是一名把自
己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全部用于骨
科治疗的好大夫、 老党员。

对口帮扶工作虽然结束， 但
对于戚学政来说， 太仆寺旗是他
的第二 “故乡”， 在那里， 治病
救人只是基本要做的， 他的目标
是打造一支 “带不走” 的医疗队
伍。 “我还想回去， 如果有机会
我再回去 ， 或者是我退休了回
去， 哪怕再干个一年半载的， 跟
当地的医生一起， 再带他们走一
段时间。” 戚学政说。

早上6点半， 距离上班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 孟宪楠已经走进
办公室， 捧起自己的 “老伙计”
———一个记满工作任务的笔记
本， 开始梳理当天的工作任务。
作为北京公交集团第二保修分公
司第二车间窦店场站的生产调
度， 他负责8个一保站点、 1个二
保站点1600余部车辆的保修保养
和抢修救援工作。 工作中， 孟宪
楠坚持做好车间的调度员、 保修
师傅的贴心人、 保修质量的把关
人。 2020年， 他获得 “北京市劳
动模范” 荣誉称号。

嘴勤手勤腿勤
做好车辆维修沟通“桥梁”

孟宪楠的手机总是不停的响
起， 来电话的不是线路上的技术
队长， 就是车间的保修组长。 作
为生产调度的他， 要做的就是搭
建起车队和保修车间之间的 “桥
梁”， 让双方畅通联系， 时刻了
解车辆维修进度。

如今， 在生产调度岗位的孟
宪楠干得井井有条。 但最初接触
这个岗位时， 他也经历了短暂的
不适应。 在做生产调度前， 他担
任过几年保养组的组长。 “生产
调度和保养组组长可太不一样
了。 不论是管理的人数， 还是负
责的任务都不同 。” 孟宪楠说 。
在他看来， 生产调度的工作更多
更杂更广。

“不仅是管理的人数从几个
人变成几十个人， 而且工作的种
类增多了 ， 涉及面也更广了 。”
孟宪楠说。 应对岗位带来的这些
变化， 他用的 “土方法” 就是两
个字： “勤快”。 怕遗漏当天的
工作任务， 他就找来笔记本一项
一项记， 每完成一项就画个勾。
派车、 送料、 人员统计……最多
的时候， 他本子上一天记录的任
务有十几项。

安排生产计划、 调配临时生
产任务、 监控日常生产进度……
孟宪楠的一天可以用 “忙叨” 来
概括。 大大小小各种事， 一天当
中， 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办公室坐
着。 车间、 院里、 班组……自从
担任车间的生产调度， 他每天都
要在1500平方米的厂区内走个上
万步， 一会儿， 去协调各方面工
作 ； 一会儿 ， 去监督各进度环
节 ； 一会儿 ， 帮助解决生产困
难。

查资料巧安排
完成489部车辆保养

“生产调度是车间的调度
员， 也是保修师傅的贴心人， 保
修质量的把关人。” 工作中， 孟
宪楠践行着这句话。 在北京公交
整合区域公交工作中， 按照北京
公交集团公司整体安排， 第二保

修分公司第二车间接收了一批保
养难度大的运营车辆。

489辆车对应着27种不同车
型； 一个月的时间， 既要保证速
度又要保证质量 ； 车型又杂又
多， 有的车型从来没有接触过，
甚至买不到零件……一连串的难
题摆在保养师傅的面前。 这些困
难， 孟宪楠也记在心间。 在他看
来 ， 生产调度不仅仅是安排任
务， 更要帮助解决难题。

“虽然车辆数量不多， 但因
为车辆基础数据严重缺失， 生产
难度一下子放大好几倍。 要合理
安排生产进度， 还要帮助师傅们
掌握保养技巧。” 孟宪楠说。 面
对从没接触过的车型和无从考证
的基础资料， 他经过思考加快了
生产协调频次， 维修小组也提高
了生产保养效率， 车间各岗位均
加班加点、 全力冲刺。 没有现成
的车辆技术资料数据， 他就在网

上查、 书里找， 还找到有经验的
维修师傅请教技术难题 。 就这
样， 第二车间窦店场站连续奋战
一个月， 最终准时交付车辆， 保
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细致划分项目内容
编制生产作业指导书

在窦店场站车间每个岗位的
工具柜上都会贴着一个作业指导
书， 罗列着每个岗位应该完成的
各项任务。 这个 《车间生产作业
指导书》 的编制者就是孟宪楠。
他在分公司和车间领导的指导
下， 以保养作业项目工艺流程为
基础 ， 结合维保车辆的实际情
况， 按照车辆结构画块， 将车间
所有作业项目对应的岗位进行了
细致划分。 生产各岗位需要进行
的保养内容、 作业流程、 安全规
范逐一进入指导书中。 “这个指
导书对于我们刚入职的年轻人来
说， 帮助很大， 详细记录了每个
工作环节的重点、 难点， 让我们
很快上手。” 拿到指导书的职工
感慨道， “有了这个指导书， 我
们负责的区域就更精细了， 可以
说是无缝对接。” 指导书的编制
体现了孟宪楠对工作的思考、 经
验的积累， 一经推广得到了大家
的肯定。

目前， 指导书不仅贴在工具
柜上， 而且电子版也发放到每个
人的手中方便阅读学习。 指导书
的编制， 还帮助了新入职的员工
快速了解个人岗位职责， 配合着
车间开展的入职培训 、 专业培
训， 使新员工快速准确地掌握保
养技能， 使老员工更好地发现自

身不足。

善于思考实践
发明改造生产工具

工作中， 孟宪楠关注技术创
新、 管理创新， 并把创新成果与
生产效率紧密结合起来。 他带领
窦店车间创新班组的成员们， 先
后发明改造了多项生产工具 。
“这个生产工具叫做玉柴喷油器
取出器。” 孟宪楠介绍说。 在没
有发明取出器前， 师傅们要想取
出喷油器只能采用传统的方法。
“就是用改锥和扳手， 生拆、 生
撬。 又费时又费力， 而且还容易
损坏喷油器。” 孟宪楠说。

为了改进方法， 孟宪楠带领
窦店车间创新班组的成员们开始
研究发明取出器。 “我们尝试用
杠杆原理制作工具。” 孟宪楠介
绍道。 虽然想法很快产生， 但是
发明制作过程并不简单。 “主要
是支点的位置放在哪更合适， 还
有杠杆多长为宜。 这些都不能凭
空想， 要一点一点试验。” 孟宪
楠说。 最终， “玉柴喷油器取出
器 ” 制作完成 ， 并应用到一线
中。

“这个工具的发明使单项作
业缩短1小时， 全年节省作业工
时300小时， 节省人工成本1.2万
元。” 孟宪楠介绍说， “我们不
仅发明了这个取出器， 还发明改
造了 ‘废旧滤芯油回收装置 ’，
它全年可有效处理车辆保养更换
的 废 旧 滤 芯 1.1万 余 个 。 还 有
‘高压计量阀拆解工具’， 它可以
提高检测效率。 这些创新成果都
为车间生产带来效率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