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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交交修修理理工工也也是是““发发明明家家””
王朝金爱动脑，更爱钻研解决技术难题

熬熬了了55个个通通宵宵，，妻妻子子打打来来电电话话““找找人人””
陈伟用妙手让公交车“回春”

心系乘客 服务一流
——— 公交人的故事(八)

冬运期间5点半就上班

保证第一班车顺利发出

16日，在十里河公交维
修车间，31岁的修理工陈伟
正端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
公交车上测试是否有故障。

“公交车到了维修区，就相
当于人进了医院。我们就得
找出来哪里不舒服不健康，
就像咱们查体一样。”陈伟
坦言，为了保证公交驾驶员
和乘客的安全，脑子里必须
要绷紧一根弦，排除每一个
隐形故障。

“比起小汽车，公交车的
技术更复杂。来一辆新车，我
们就像‘盲人摸象’，得时刻
学习才跟得上，一天不学就
落后了。”陈伟指着笔记本电
脑上的电控化检测软件回
忆，刚开始接触这种国外检
测软件时，他连上面的英文
单词都不认识。“我就拿着字
典一个个查，然后死记硬背，
后来都懂了。”

正值冬运期间，为了配

合驾驶员能按时按点发出第
一班车，陈伟经常清晨5点半
就到维修车间。“只要公交车
电路上有什么疑难杂症，即
使冬天-10℃，冒着大风雪，
他也要去。”维修一分公司经
理孟东介绍，让他印象深刻
的还有，夏季高温公交车顶
的温度有四五十摄氏度，陈
伟被烫得不停换脚。“看着挺
滑稽的，却也挺心酸。”

陈伟是公司里有名的
“学霸”，为了解决修理工作
中的难题，他经常去书店看
专业书。“每年买书得花个
2000多块钱，不过现在网络
查资料也很方便，比以前幸
运多了。”陈伟坦言。其实，他
还有个“爱好”，休假时就跑
去车厂学习。“修理是技术性
很强的工作，公交车越来越
人性化、智能化，像一辆18米
的车就有十多个电组模块，
不学就修不好。”

不想当“学霸”的修理工不是好修理工。济南公
交维修公司一分公司直电班班长陈伟就是修车工
里的“学霸”，从事公交车修理工作11年来，他用汗
水和智慧练就了一双“妙手”，能让有“疑难杂症”的
公交车“回春”。

本报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电源线18米减到6米，每车节省成本660元

今年29岁的王朝金是直电班
班长，2008年从技校毕业后就一
直从事公交车修理工作。“我非常
喜欢这份工作，刚开始时什么都
不会，就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傅，后
来自己就慢慢摸出了门道。”王朝
金坦言。在同事们的眼中，王朝金
腼腆踏实话不多，却是最爱钻研
动脑筋的“有心人”。

2012年，公交车辆需要大修
升级改造，王朝金对车辆电路进
行重新升级，将原来电源线布置
由手动电源开关式改为大功率继
电器控制式，使电源线用量由原
来的每车18米减少为6米。大修分
公司经理金烈说，这种电源线价

格高，每米55元。“以往根本没有
人在这方面下过工夫，大家觉得
习以为常了。”金烈说，这一改每
车节省成本费用660元。

而为了研究如何节省电源
线，王朝金一到晚上和周末就去
找资料或者去书店看书。“一个
月去书店得有七八次，周末也不
休息，睡觉梦里也是这个，后来
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案。”王朝金
笑道。

由于爱学习，王朝金成为解
决“疑难杂症”的能手。2013年为
做好节能减排，打造绿色公交，他
参与了原燃油机更换LNG气体
机的改造工作。由于是旧车改制，

LNG气瓶舱大小受到限制，刚开
始安装钢瓶时，需要用起重机吊
起钢瓶，从舱一侧进入，安装一个
钢瓶需要4个人共同努力才能做
到，既费时又费力，还存在巨大安
全隐患。

“后来我对钢瓶舱后方风挡
口处进行测量，发现钢瓶直径小
于风挡口5厘米，于是就想用铲车
把钢瓶举起到风挡口。”王朝金
说，实验后发现这种方法可行，一
边一人用撬杠慢慢撬进气瓶舱，
节省了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又消除了安全隐患。“我
们比预定工期提前一个月完成了
任务。”

十多天没回家，带领同事加班加点干

在王朝金看来，公交维修工
做的是“幕后”工作。“一想到公交
车坏路上，一车乘客都被耽搁走
不了，就不敢偷懒了。”王朝金说，
修理工是车辆安全的“守护神”，
他不敢有丝毫怠慢。

去年5月，申龙公交车辆发动
机由国三改制为国四发动机。改
制难度大，王朝金通过改动传动
轴长度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发
动机改造模式，大大减少了车身
的改动量，使得发动机顺利配装
成功，每部车降低成本1800余元。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他有十多天
没有回家，带着我们加班加点

干。”同事怀务宾感慨。
今年6月，王朝金参与进行

了公交车安全起步智能门子控
制系统项目的研究。“之前发生
过几起由于门子关不紧发生的
摔伤，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遇到
颠簸可能门子就开了，挺危险
的。”王朝金解释，他的思路是让
车辆在车门和侧舱门未关闭的
状态下无法启动，他利用网络、
图书等渠道搜集资料，并与发动
机及变速箱厂家技术人员进行
交流咨询，最后利用整修车大胆
实践，通过串联形式，将公交车
门及舱门改良为门子开关，即通

过门子来控制发动机或变速箱，
使公交车只有在客门和侧舱门
同时关闭时才能启动，保证了车
辆安全起步。

王朝金还将自己在工作中积
攒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
成员，使整个班组的技术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正是凭着一种锲而
不舍的钻研精神，王朝金成为济
南公交修理技术方面的排头兵，
个人先后参与技术创新项目13
项，2014年王朝金还被评为“2013
年度济南市杰出青年技术创新能
手”、山东省“最美青工”及山东省

“岗位操作能手”。济南公交维修公司大修分公司王朝金。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为排除车辆故障，连续多天工作到凌晨

让同事毕晓铭印象深刻的一
件事是，全运会前夕，公交车上需
要安装3G监控设备，时间紧任务
重。“当时预留的时间也就十多
天，我们的任务要安装300多台车
的3G监控。”毕晓铭说，陈伟带着
大家没黑没夜地干，解决安装过
程中出现的难题。

“白天在车间干，晚上通宵
干，他中午就迷糊上两个小时。陈
伟熬了5个通宵，连家也不回。”毕
晓铭说，当时一晚上能安装4—5
个，安装3G监控设备后乘客和驾
驶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过，陈伟的妻子着急了，电
话打到了公司来找人。“其实她挺

支持我的工作的，逢年过节车辆
一出状况我就出门，她也没有怨
言。”陈伟感慨，多放在工作上一
个小时，就要少给妻子和孩子一
个小时。

2012年，为了解决申龙车启
动系原车设计存在的安全隐患，
陈伟白天完成车间的保养任务，
下班后又赶到祝甸站点协助解
决，排除故障。连续多天，他都忙
到凌晨才回家。

在同事眼中，陈伟话不多，但
一谈到和工作有关的话题，却是
停不下来。为了提高班组成员的
整体素质，陈伟在班组内制定了
学习计划，牵头成立了学习小组，

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班组成员学习
设备维护、车辆维修、生产安全等
方面的知识。“贵在持之以恒，到
现在我们坚持四年了。”

在陈伟的带领下，整个班组
凝聚力越来越强、技术水平不断
提高、安全效果良好，班组无责
任投诉，无违章操作，无安全事
故，安全设施合格率100%。陈伟
还带出了一大批电工专业的技
术骨干，他的徒弟赵迪、王玉帅
等，如今都能够掌握济南公交各
类车型的电路系统特点，并能准
确判定故障原因，可以单独维修
济南公交各类车型的电路、空调
等故障。

济南
公交维修
公司一分
公 司 陈
伟。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在传统印象里，公交车修理工总是满身油污，拿着
各种工具钻进车底维修车辆。但现在公交车配置越来
越高，修理工里很多都是爱动脑、爱钻研的“发明家”。
济南公交维修公司大修分公司的王朝金就是其中一
位，他白天维修车辆，晚上和周末找资料学习，钻研解
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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