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月， 房地天宇公司接
管了首钢项目231部电梯， 负责
日常维修保养及各类抢修任务。
这些电梯分布在石景山金顶街五
区、 模式口、 苹果园三个小区，
大部分都是使用20年左右的老龄
电梯， 已属于超期服役， 电梯完
好率较差， 运行状况不容乐观，
居民出行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房
地天宇公司新组建的西区第二维
修班组一行7人迅速行动、 迎难
而上， 经过4个多月的不懈努力，
终于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 目
前， 这些电梯故障率明显降低，
居民满意度大幅提升。 他们被称
为老龄电梯的 “七大护法”。

注重细节
用专业和尽责服务住户

今年年初， 西区第二维修班
组班长刘军接到了金顶街三区10
号楼一位顶层住户的电话， 说电
梯一到晚上噪音就特别大， 严重
影响休息， 虽然也和之前的维保
单位反映过， 但一直没有彻底解
决这个问题。 住户抱着一丝希望
拨打了刘军的电话。

刘军得知情况后， 一连好几
天晚上到现场了解电梯的声音情
况， 终于找到了原因： 因为晚上
乘梯人少， 电梯需要不断重新启
动， 加上晚上环境噪声较小， 电
梯声音就显得比白天大， 这是电
梯运行的正常现象。 同时， 刘军
还发现 ， 该楼晚上乘梯人数较
少， 其余两部电梯能够满足乘梯
需求， 他就尝试在离这家受噪音
影响的住户家邻近的这部电梯上

加装了时间继电器， 让电梯在每
天晚上固定时间停梯， 每天早上
固定时间开梯， 这样既不影响居
民正常使用， 又巧妙 “治” 好了
住户的心病。

工作中， 刘军还经常嘱咐班
组成员： “平时保养电梯时， 如
果看到楼道里不干净， 一定要顺
便清理了。” 一开始， 班组成员
不理解， 认为保证电梯里卫生是
应该做的， 怎么楼道里的卫生跟
电梯有什么关系 ？ 虽然不太情
愿， 但大家还是照做。 很快， 他
们就在住户的感谢、 微笑、 赞许
和递过来的一瓶水、 一包纸巾中
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分秒必争
保障居民乘梯安全无小事

西区第二维修班组的成员刚
搬到驻点宿舍时， 根本顾不上置
办生活用品， 就在班 长 刘 军 的
带领下立 即 投 入 紧 张 的工作 。
他们集中对每部电梯设备情况、
基础资料、 使用状况以及安全情
况逐一进行摸排， 在前期普查的
基础上为每一台电梯量身定制实
施计划， 随后紧锣密鼓对电梯做
集中保养 ， 对易损件 、 易导 致
安 全 隐 患 的 零 件 统 一 更 换 维
修， 提出抢修、 更新改造方案。
接管前期， 7名成员每天工作时
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 居民的
乘 梯 安 全 时 刻 牵 动 着 他 们 的
心 ， 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

“我们把电梯当成自己的孩
子一样呵护 ， 对电梯多一分付
出， 就会多一分平稳运行， 日常

维修保养非常关键， 功夫都必须
在平时下足了。” 刘军说。 西区
第二维修班组的成员们深深热爱
着这份工作， 默默承担起这份沉
甸甸的责任。 他们每天24小时处
于待命状态 ， 遇到故障报修电
话， 不论当时在干什么， 都要放
下手头的事及时赶到现场。

2021年 3月 18日晚上 6点 40
分， 刘军接到苹果园一区14号楼
的报修电话 ， 正在吃 饭 的 他 放
下碗筷迅速赶往现场 ， 经排查
是电梯光电感应器故障， 因为电
梯刚接收 ， 零部件储备还没到
货， 加之电梯太过老旧， 要在短
时间内找到难度很大 ， 但西 区
第 二 维 修 班 组 的 成 员 们 没 有
放 弃 ， 他 们 立 即 请 求 公 司 援
助 ， 终于在晚上11点多拿 到 了

部件 ， 几位师傅更换完毕， 经
反复确认没有问题， 才算松了口
气， 看看表已经深夜一点半了。
对于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声音， 西
区第二维修班组的成员们早已习
以为常， 为了不耽误居民第二天
早高峰乘梯， 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的。

发挥特长
相互支援默契配合

西区第二维修班组共有7人，
他们各自擅长的技术和掌握维修
电梯的品牌不尽相同， 就像动画
片里的葫芦兄弟一样各有本领。
刘军不仅维修技术精湛， 还善于
发现每个人的长处。 工作之余，
他经常组织大家交流经验、 分享
心得、 取长补短， 拿出典型的案

例一起学习研究 。 在他的带领
下， 西区第二维修班组成员们的
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有了过硬的本领， 在遇到电
梯疑难杂症时就会得心应手。 平
时， 西区第二维修班组成员们都
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奔波， 遇到问
题时相互支援、 默契配合； 业余
时间 ， 大家思维碰撞 、 共同进
步。 工作中， 这7颗心拧成了一
股绳， 7个人早已成为了彼此家
人一般的存在。

像西区第二班组这样的团
队， 房地天宇公司还有很多， 为
了提升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
安全感， 他们以灼热的服务情怀
和暖心举动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
默守护着北京这座城市电梯的运
行安全。

□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于鑫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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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乘梯安全“七大护法”

公公交交车车检检验验““女女金金锤锤””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马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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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师傅眼中最有出息的女
弟子； 她是针线包不离身， 常年
为徒弟们缝补工作服的 “云姨”；
她是对公交车辆维保质检工作斤
斤计较的 “金锤” 检验师； 她从
20岁开始， 就成为了北京公交保
修战线上的一名女修理工。 她就
是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电车
保修厂的修理工， 有着公交车检
验 “女金锤” 美誉的林云。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交通工具， 每辆公交车每两
周就要进行一次全身检查， 每月
进行一次全面保养。 维护工作看
似简单 ， 实则繁琐复杂 ， 钻地
沟 、 检修车 、 检测各部电器总
成、 拆卸轮胎， 熟练的维修师傅
甚至要具有闻气味、 听声音、 摸
温度就能够判断故障的本领 。
1991年， 技校毕业的林云进入了
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电车保
修厂， 成为了一名专业维修电车
电路系统的保修工。 这份在人们
眼中本该是男性才能胜任的工
作， 林云一干就是29年。

林云知道自己作为班组里唯
一的女职工要想做出一番成绩，
就必须要通过不间断的学习、 苦

练加巧干来提升自己的技术。 凭
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 “闯劲”，
她在满是硬汉的班组中脱颖而
出。 遇到一些让人挠头的故障难
题， 她总能柔声细语地提出自己
的看法和建议， 为解决故障难题
提供思路， 让难题迎刃而解。 久
而久之， 班组里的师兄们便给她
起了 “温柔女学霸 ” 的称号 。
“可别小看了林云师妹， 那是故
障判断、 原理分析， 一字一句直
指故障根源。 虽然温柔， 但对于

解决车辆疑难杂症那是具有强大
的穿透力的， 我们这些当师兄的
都自愧不如。” 至今每当说起林
云这个小师妹时， 电工班的师傅
们都是赞不绝口。

2017年，林云作为经验丰富、
专业技能过硬的技术能手， 被调
到了质检部成为了一名检验员 。
工作中的林云不仅严于律己，还
对维修班组的徒弟们有着极高的
要求，就算关系再“铁”，只要发现
维修质量疏漏也会严厉扣罚。 这

不， 上周电工维修班的小周捆扎
线束时一个线尾没扎实， 在密封
胶布外边露出个小边， 被眼尖的
林云及时发现， 当时就拉着小周
下地沟彻底打开胶布重新捆扎，
并开出质量罚单。 小周当时就苦
着脸对林云说：“云姨， 您也忒狠
了，下回我注意还不行吗？ ”而林
云却坚定地说：“质量类扣罚不是
目的， 你觉得露个线头不算大毛
病是不是？ 你想想现在快进入春
雨绵绵的季节了， 万一这个线头
要是进了水， 整条线束都可能短
路，咱们维修的是纯电动公交车，
这要是短路起火或是烧坏驱动电
机，那都是恶性车辆故障，会给企
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呀？ 乘客的安
全出行咱们拿什么保证？ ”听了林
云的话，小周惭愧地低下头。

同工作时雷厉风行、 严肃严
厉的一面不同， 生活中的林云更
像是一位慈爱的母亲。 针线包是
林云随身必带的 “法宝”。 修车
师傅每天钻地沟跟钢铁部件打交
道， 工作服开个线、 剐个口是常
有的事， 每天午饭后， 总有年轻
职工缠着林云缝补工作服， 而林
云则一边帮助他们缝补， 一边将

这些年自己积累的电动车辆电路
维修知识， 以及一些疑难故障的
解决方法倾囊相授。 渐渐的， 林
云成了班组年轻职工的专职讲
师， 而年轻职工们有什么知心话
都愿意跟林云交流， 一来二去私
下里年轻职工们都不再称呼她林
师傅， 而是亲切地叫她 “云姨”。

“以前修车只要有耐心、 有
力气 ， 什么东西坏了换什么东
西， 可现在修车要动脑子， 因为
现在都是用电脑模块和数据线。”
对林云来说， 进单位29年， 就是
学了29年， 一有新车型、 新技术
出现， 林云就会去研究车辆的电
路图和结构配置， 碰到看不懂的
英文图纸， 她还会找自己的闺女
来帮忙 “翻译”， 不放过一丝一
毫细节的变化。 每天， 林云都在
同班组职工一起不辞辛劳地通过
“望闻问切”， 为各种公交车辆进
行了准确的诊断、 配药和护理，
百分百确保公交车辆维保后上线
运营和市民的出行安全。

一个甘于坚守平凡岗位的身
影， 一次次检验锤的敲击， 一圈
圈螺丝刀的转动， 这就是朴实的
公交修理工林云。

———记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电车保修厂修理工林云

———记房地天宇公司西区第二维修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