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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师傅，我的车出了问题走不了了，你能来帮我修一下

吗？”

“来了。”

“骆师傅，我把车开进站点了，你尽快帮我检修一下，我

今天的趟次任务还没完成。”

“好。”

在合肥公交集团第三巴士公司的公交车司机们心

里，骆军师傅是个“香饽饽”。只要车子出现问题了，他

们首先就会想起骆军，还喜欢点名要他修。作为该集团

保修公司第三保修厂机电组组长，小到公交车的空调问

题，大到发动机故障，什么“疑难杂症”到了骆军手里都

能“手到擒来”。他总能迅速找到问题点，不仅修得好，还

修得快。

从 1995年进入合肥公交集团保修公司开始，骆军就一直

从事小修工作，从学徒做到了机电组组长，从业务小白成长为

技术骨干，每年维修约 10万辆车次。从骆军的手就能大概看

出他的职业，他的一双手看着很粗糙，手上的伤很多，有擦伤、

戳伤、烫伤，而且指甲缝和手指的纹路里都是黑的。由于日常

工作中经常会有剪线、接线这些精细动作，他们在工作中经常

没法带手套，就造成了这些伤。“我们都不留长指甲，每次长出

来一点就马上剪掉。否则稍微有一点指甲，泥、灰混着油就全

进去了，洗也洗不掉。”

作为公交维修人，骆军上下班没有固定时间，故障车辆只

要开进保修厂，就要连夜把车辆抢修出来。“我昨天晚上回到站

点已经11点20多分了，骆师傅他们修完我这辆车会到夜里12
点多，加上其他的车，工作到凌晨3、4点是正常的。”B1线路司

机张辉介绍说。

除了平时的公交车保养修理，骆军他们还要定期到公交车

站点排除故障，检查安全隐患。如果遇到公交车路上抛锚或者

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也要立刻赶往现场进行抢修。“有一次我正

开到大钟楼，突然出现了全车没电的情况，骆师傅第一时间赶

过来修理。因为是现场维修，没有太多工具，他为了尽快修好，

直接找了一张报纸垫着，面朝上，用手扶地蹭进了车底，等修好

出来的时候一头一脸都是灰。”张辉说。

对骆军来说，钻车底是常态，即使是遇到雨雪天气，如果有

车辆故障也是要钻车底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大

雪天，我正好上晚班，负责线路上的车辆抢修。路上的雪很厚，

有些车子的线束沉下来，在地上拖行之后就会磨断、冒烟，车就

不能动了，我们就需要原地维修。维修前我们先用大铁锹把车

底的雪全部铲掉，再在地上放一块纸板，人躺在纸板上蹭到车

底把线束接好。一般要接一个多小时，纸板不隔水，等到人出

来的时候全身都被雪水湿透了。”说起这些经历，骆军仍然是微

笑着。

作为一名小修，除了要克服雨雪天，还要跟夏季的高温作

战斗。而在炎炎烈日下，刚停下的公交车发动机旁的温度能高

达八九十度，骆军从不抱怨，顶着高温检测发动机情况，确定传

感器是否有问题，有没有线束被发动机烤得融化等等，尽力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检测和修理。

工作 25年来，骆军始终把服务好公交一线驾驶员当作自

己的本职工作，不仅要自己修好车，还希望能把技能传授给身

边的同事。“骆师傅不仅技术好，而且人品好。只要我们通过微

信向他询问故障，即使是休息时间他也会特别主动热情地帮我

们排忧解难，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修理方面的知识。”BRT1号线

驾驶员黄克庆说。

说起自己的工作，骆军说：“有给人看病的医生，有给动物

看病的医生，而我们就是专门给公交车‘看病’的‘医生’。”在日

常跟驾驶员的交流中，骆军会特别告知他们，如果车子有两次

以上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故障，就一定要及时跟他们沟通，告诉

他们车子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只有准确的

反馈才能帮助他们判断出车子患了什么“疑难杂症”，才能“对

症下药”，做到“药到病除”。

“我们这个行业虽然辛苦，但也有成就感。我能用自己的

技术服务好驾驶员，他们就能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精于

工、匠于心、品于行。骆军始终把耐得平淡、舍得付出、默默奉

献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成就匠心。

（本报见习记者 何昊 通讯员 方敏 吴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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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风雨兼程，无论在矿灯维修班还是矿新副井

车房班，她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以匠心精神创

下了维修矿灯数以万计，无一例返修的佳绩；安全

操作提升机110多万次，完美实现零差错。

她就是淮北矿业集团桃园煤矿新副井车房

班班长刘婉春。多年来辛勤付出，她收获了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

荣誉称号。10月24日，刘婉春荣膺全国“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成为新时代矿山女

性的楷模。

扎根煤海 矿山玫瑰初绽放

2000年，年仅 18岁的刘婉春怀揣着对

矿山的向往来到桃园矿，成为一名矿灯工。

初入灯房，刘婉春便立志要做好“矿工眼睛”

的守护者。她从熟悉矿灯的构造开始学起，拆

装矿灯、调制电解液。螺丝刀经常把她的手掌磨

出血泡，刺激味的酸性电解液熏得她眼泪直流。可

她并没有轻言放弃，一次次拆解，一次次调制……凭

着这股韧劲和钻劲，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就练就一

手维修矿灯“稳、准、快”的“好把式”，成为矿灯维护的

“行家里手”。

2002年 5月，20岁的她担任了灯房班班长。此后 6年的

时间里，她带领职工们对矿灯房进行了三次大型改造。矿灯

实现微机管理，从发放式演变成自助式；矿灯电池由铅酸型更

换成锂电型，并且增添了自救器。这些举措使得桃园矿灯房成

为淮北矿区第一家“航空级”矿灯房。

2008年10月，桃园矿新副井投入使用，刘婉春被选调到新

副井车房，成为桃园矿第一批女提升机司机。面对专业性更

强、技术性更高、安全责任更重的新岗位，她识图纸、看流程、练

操作、学原理，一招一式都不放过。同时她还自学取得了机械

电子工程本科学历和主提升机司机高级工职称，用最短的时间

掌握了过硬的操作技术。

技艺精湛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09年，刘婉春被任命为新副井车房班班长。作为新副井

的“领头雁”，她认真巡查车间现场环境和设备，细心观摩检修

过程，每一个故障的可能性，她都记在脑里、印在心里。

一天早班，刘婉春像往常一样收到信号后准备开车，可是

主令和工作闸手柄一推出，她又随即拉回“零”位。因为她发现

在绞车启动时，电机电流迅速增加，钢丝绳负载增大，她判断提

升罐内一定有异物阻碍提升。通过检查确实如此，异物处理

后，整个提升系统又恢复了安全运行。

多年的实践摸索让她练就了一项“启动停车不知不觉、慢

点行车速度最低、定点停车毫米不差”的操纵绝活。担任新副

井班长这十年的时间里，她带领新副井的姐妹们创造了安全提

升120多万次，提升人员达465万人次的好成绩，从未出差错。

在运送综采大件、炸药雷管等特殊物料时，刘婉春发现罐

笼进入减速点后，爬行距离较长，致使工作效率较低、电能消耗

较大。为此，她提出了半速以下运行时，设置二次减速点，缩短

爬行距离的建议。通过实践应用，该方法大大减少每勾运行时

间，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保障了安全。

传技授艺 群芳璀璨满园春

刘婉春不仅自己钻研技能，还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十八

般武艺”传授给姐妹们。她将枯燥乏味的手指口述、操作流程、

管理制度编写成朗朗上口的文艺小节目，组织大家排练演出，

不但使大家熟练掌握了工作标准，还丰富了业余生活。

她将自己多年来记录的《事故故障专项记录》无私呈现出

来，成为了班组员工提高操作水平和处理问题能力的“宝典”。

在她的培养和带动下，新副井全员 9人全部获得高级工职称，

成为提升领域的技术能手和生产骨干，新副井车房班也连续多

年被评为淮北矿业“巾帼示范岗”“青年文明号”。

20年岁月无声，20年青春无悔。刘婉春以执着追求、勇挑

重担，诠释着新时代矿山女工的奉献精神；用勤劳和汗水谱写

出一曲淮矿女工之歌。 （陈敏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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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花飞溅较高低

10 月 29 日上午，由安徽省劳动竞赛委员
会、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发
扬工匠精神 铸造品质工程”引江济淮工程焊
接技能竞赛开赛。

此次竞赛聚集了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有
限公司合肥建管处辖区5个标段的优秀焊接技
能人才，涵盖钢筋搭接焊、板-板立位对接两项
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们个个聚精会神，每个焊
接工位上的焊接作业点火花四溅，如同一缕缕
烟花整齐绽放，在现场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
线。 李松 陈于飞/摄

水电维修展技能

10月27日，中煤新集楚源物业管理公司组
织开展“安康杯”水电维修工技能比武。本次
竞赛共有15位来自各基层单位优秀维修电工
参赛，展示职工技能，提升了职工整体素质，为
公司选拔了一批优秀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朱宗楠/摄

直播带货摆“擂台”

随着直播电商新兴产业的兴起，网络直播
带货已经成为带动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的
重要力量。合肥市庐江县日前举办了电商扶
贫助农网络“直播带货”大赛。比赛现场，来自
全县18个直播达人同台比武网络直播带货。

左学长/摄

说起人生高光时刻，王本治的记忆立刻回到了

2017年 9月 5日。那一天，马钢大礼堂四周被彩旗和

鲜花点缀，在现场的欢呼声中，他被马钢集团公司授

予“马钢首席技师”称号。

从“草根”到“大拿”

1986年元月，年仅17岁的王本治仅读了2个月的

高中，便进入马钢南山矿，当了一名工人。然而幸运

的是，带他的雷师傅虽是个稍显严厉的人，却是全车

间公认的技术行家。他每天背起电工“五大件”，跟在

师傅后面下现场。师傅除了现场教，晚上还会出一道

“家庭作业”题，让他带回去做，第二天必须现场回

答。在师傅的指导下，他很快就学会了电工理论的基

本知识和一般的故障排除方法。

该矿凹选车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选厂，有十个系

列的球磨机，电气设备更是数以千计。王本治为了更

快地提升专业技能，不仅自费购买许多专业类的书籍

反复阅读，还经常跑到设备检修和安装调试现场，跟

在调试人员后面学习。两年下来，王本治成了能独当

一面的熟练电工。

“聚焦现场，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唯有实践，才

能提升自己的能力。”王本治如是说。几年前，和尚桥

选矿厂自动化系统服务器、工程师站、各操作员站频

繁发生死机故障，致使生产陷入极大的被动状态。他

带领技术人员对两台服务器、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的

电脑反复比对，发现系统指令紊乱。他重新安装了软

件，经过5天5夜的奋战，排查了100多个开关、传感器

和100多根线缆，终于消除了故障，恢复了正常生产。

凭着对岗位的热情和埋头苦干、攻坚克难的坚韧

能力，王本治逐渐成长为马钢矿业板块电气自动化的

带头人。

从“匠心”到“匠魂”

2014年，和尚桥选矿厂创建了以王本治为首的

“王本治创新工作室”。在他的引领下，工作室持续开

展技术攻关和创新创效工作，成绩斐然：14项技术获

国家级实用型专利授权；100多项创新创效成果在马

钢集团和马钢矿业获奖，创效 1000多万元。走进工

作室，这里陈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创新成果，这些凝

聚着生产一线员工智慧的小发明、小创造，有效解决

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推动了企业生产水平和效

益的提升。

和尚桥选矿厂的清环水泵房智能化改造项目是

践行宝武“四个一律”的开篇之作。由王本治领衔的4
人团队，从现场勘查、制定初步改造方案，到设计电气

图、编写程序，再到 PLC自动控制柜的装配、现场控

制、信号电缆敷设安装，经过 45天的奋战，该改造项

目最终实现“一键启停”，完全替代了人工现场操作。

它的成功，开启了矿山泵房智能化的先河。

青年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新生力量，王本治充分利

用创新工作室的平台优势，大力培养后继科技人才，

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他们在企业发展中实

现个人成长、创造工作价值。六年来，工作室为企业

培养了 2名全国冶金行业技术能手和 4名工人技师，

开展各类适应性培训80多场次，培训职工近千人。

学做匠人，守持匠心，铸就匠魂。王本治深耕电

气岗位36载，凭着执着与坚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崭

新的高度。

然而，说起家人，王本治内心满是愧疚。“这些年，

他经常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

有时候他夜里还要赶回现场处理故障，要是碰到我上

夜班时，他只能把儿子一个人锁在家里。”同在矿山工

作的妻子郝芳既委屈又心疼，“眼看着他的年纪越来

越大，这样下去，身体该如何能吃得消？劝他多休息

一下也不听，一心全扑在工作上了。”（吕方清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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