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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大夫”
本报记者 吴艳 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 刘文环 摄影报道

上车顶仿佛演杂技，下地沟就像钻烤箱……作为公交车机务员，他们能文能武，
既要拿得起扳手，又要看得懂数据，确保“手到病除”——

一辆待保养的 11路公交车
缓缓驶进维修车间。车刚停下
来，夏松就钻进狭窄的地沟里，
手持工具对底盘、转向、刹车系
统进行检查。此时，熄火不久的
发动机附近的温度在50℃左右，
他的汗水大颗大颗往下滴。

夏松是沧州公交集团第四
分公司机务班班长。熟识他的车
长们都亲热地喊他“车大夫”。公
交车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夏
松准能“手到病除”。

“望闻问切”，
为车“把脉”

作为“公交车大夫”，他们除
了要为故障公交车进行“内外科
手术”，还要负责公交车的养护
和车容车貌。夏松开玩笑说：“我
们是‘全科大夫’，内外兼修，还
会美容、保健。”

很多人都乘坐过公交车，但
却很少会注意到“公交车背后”的
人或事。排查、维修、检测，小到一
颗螺丝钉，细到一根连接线，都要
经过“公交车大夫”细致复核后，
公交车才允许复运行驶。

以前，他们叫维修工，现
在，他们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
字——机务员。

今年30岁的夏松和其他11
名工友一起负责公司 160 辆公
交车的维护、维修、保养工作。

凌晨 5 点，天色微亮，位于
市区浮阳北大道的韩家场公交
停车场内，车停得满满当当。身
着工装、手拿本子和笔的夏松和
孙建升在停车场门口执行日检，
看着每一辆公交车缓缓驶出停
车场，清点着出场车辆的数目。

“望”“闻”“问”“切”工作法
是沧州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机
务班多年修车经验的总结。机务
员调动眼、鼻、耳各种感官，能快
速知道这辆车是否有问题。

日检时，经过他们身边的公
交车，就像CT扫描一样，机务员
的双眼就是CT扫描仪，他们要
对车容车貌、灯光、显示设备等
进行外观查看，这是“望”。

“闻”就是闻电器元件有没
有烧焦的味道。

在车长签字的时候，机务员
还要与车长交流车辆是否正常，
这是“问”。

如果发现车辆故障，就要使
用仪器实际测量，结合人工操作
排除故障，这就是所谓的“切”。

待机务员最后确认一切正
常后，车辆才可以出场运营。

车顶修空调
仿佛演杂技

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高温
天气下，公交车辆空调使用频
繁，容易出现制冷不强、风力不
足的情况。

维修公交车的空调有点与
众不同，因为机务员基本都要爬
上车顶作业。

笔者采访时，正好见到维修
空调的场景。机务员代利和同伴
踩着扶梯打开车厢的应急车窗，
爬上车顶。

站在车顶上，两位机务员系
好安全绳，头戴安全帽，开始检
修空调系统。

公交车空调位于车顶中间
的位置，凸出车顶约30厘米。

在近 3 米高的公交车车顶
上，代利犹如身怀绝技般来去自
如，稳如平地。

“习惯了，一天上去几趟，只
要不往下看，就跟在平地上差不
多。”面对笔者诧异的眼光，代利
笑着说。

不一会儿，代利额头上便渗
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伸手抹一
把，手上的油污蹭到了脸上，代
利也浑然不觉。

汗水继续流下来，滴到眼睛
里，代利只能把眼镜推到头顶，
抹一把眼睛继续干活儿。

“现在天凉快了，已经舒适
多了。最热的那些天，无遮挡的
车顶铁皮温度特别高。看，我们
练就的‘铁砂掌’。”代利伸出了
长满老茧的粗糙双手向笔者展
示。

下地沟就像
进烤箱

对于机务员来说，上车顶修
空调还不是最难受的，下地沟修
车的滋味才是一言难尽。

在持续高温下，运营中的公
交车磨损率和故障率都会提高，
不时有公交车被送来维修车间

“问诊”。
当室外温度逼近40℃时，一

米深的修车地沟，空间狭小、光
线暗、油味重，空气不流通、温度
更是远远高于地面。机务员站在
闷热的地沟里，车辆部件散发的
余温威力仍在，上蒸下烤，全身
热浪滚滚，仿佛置身烤箱中一
般。

机务员告诉笔者，刚开进维
修车间的公交车，发动机温度接
近 90℃，就算停放降温半个小
时 后 ，发 动 机 的 温 度 也 接 近
60℃。

为了防止被烫伤，机务员不
得不穿着长裤、戴着手套，没几
分钟，豆大的汗珠就从他们沾满

油污的脸上吧嗒、吧嗒往下掉。
“踩刹车！打方向！”夏松喊

着指令，同组职工在驾驶舱内进
行操作。地沟里，身高1.8米的夏
松只能弯着腰半蹲着行进，伸
手、探头、旋紧螺母……专注地
对车辆的制动、悬挂、转向、灯光
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钻出地沟，夏松又赶紧打开
后机舱盖，检查水管路、油管路、
电源线束等重点位置。当整辆车
检查完毕，他整个人已经像是水
洗过一样。

此时，另一辆待检车辆又驶
入检修工位。“又要经历一次‘洗
礼’！”夏松和同伴开了一句玩
笑，立刻奔向下一辆故障车。

钻车底

除了在车间内进行维修，

“车大夫”还要随时待命。在线路
上行驶的公交车突发故障，一个
电话，他们就要第一时间赶往现
场抢修。

每一次的现场抢修都是露
天作业。没有地沟，机务员要检
修车辆底盘，就必须钻进车底。

夏天，他们直接躺在沥青路
面上，高温很快就会透过薄薄的
衣物传至皮肤。往往现场抢修一
次，他们就像蒸了一个桑拿浴。

冬天，冰天雪地，不论是积
雪还是结冰，机务员也要直接躺
在地上进行维修。

现场救援时碰上恶劣天气，
维修环境就更为艰苦，但无论现
场环境如何，“公交车大夫”都会
毫不犹豫钻进车底。遇到简单的
问题，他们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但碰到棘手的故障就需要几个
小时才能解决。

一次，一个风雪交加的傍

晚，机务员孙建升接到一个现场
报修电话。他到现场一看，发现
车辆下面全是雪和冰碴。

他钻进车底后，先用手将车
底的冰碴抹掉。冰碴直接掉落，
狭窄的空间无处可躲。好在孙建
升有经验，用另外一只胳膊挡在
脸上，才没有被眯了眼。维修完
成后，孙建升身下的雪、冰都已
经融化，他身上的衣服也几近湿
透。

拿得起扳手，
看得懂数据

35岁的尚国强是沧州公交
集团第四分公司的机务经理，有
着 10多年的修车经历，经验丰
富，是夏松等年轻机务员的师
傅。公交车遇上疑难杂症，一般
都要请尚国强出手“医治”。

尚国强告诉笔者：“机务员
这个称呼是近两年才赋予我
们的。我们很喜欢这个称呼，
感觉很‘高大上’，很有内涵。”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交车从
传统的柴油车向燃气、纯电动等
新能源汽车过渡。公交行业的快
速发展，也给维修带来了新的挑
战。

作为维修人员，必须从传统
的故障诊断思路向新能源车辆
诊断思路转变，维修方法、操作
流程都更加智能。

“除了传统的车间维修，现
在的维修还需要配合电脑软件
检测。”说着，尚国强向笔者展示
了如何使用电脑对燃气车、纯电
动车进行发动机数据检测，通过
数据如何判断故障点。

尚国强说：“想要做好机务
工作，必须文武兼备。机务员这
个名字可不是白叫的，我们时刻
在学习的路上。”

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尚国强
还带领着公司的机务员搞改革
创新，不仅为公司节约了成本，
还能让大家工作起来事半功倍。

在车辆二级维保作业中，刹
车蹄销清洁润滑作业的拆卸方
式一般是使用锤子敲击。在敲击
过程中容易造成刹车蹄销和刹
车蹄架变形，且蹦出的金属碎屑
容易伤到机务员。尚国强和机务
员们对蹄片结构进行分解，研究
出一款蹄销拆装器。在使用拆装
器进行拆装时，仅需一人操作就
能完成，既节约了劳动力，又有
效避免了安全隐患，还能节约
40%的蹄片拆除时间。

机务员在日常维修公交车
时，发现车辆加注防冻液过程
中，使用液压加注枪手动加液，
不仅费力，还容易造成浪费。在
车顶加注过程中，需手提桶装防
冻液爬上车顶，存在安全隐患。
机务员们灵机一动，用废旧铁板
和铁管焊接成的工具车、加注
枪、废旧电瓶、倒液管和一台小
型抽水泵做成了一款防冻液加
注器。使用时，打开加注枪即可
实现对防冻液的加注，操作非常
便捷。车长和机务员再也不用提
着沉重的防冻液攀爬上车顶了。

这群“公交车大夫”用辛勤
的汗水保障车辆正常运营，在幕
后守护着每一位乘客的安全！

下地沟修车就像进烤箱下地沟修车就像进烤箱

车顶修空调仿佛演杂技车顶修空调仿佛演杂技

用电脑进行发动机数据检测用电脑进行发动机数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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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中心医院公开招聘人员公告
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沧州市中心医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护理岗位和护理员岗位专业

人员，具体岗位条件请详见沧州市中心医院官网https://www.cz96120.com/的招聘人员公告。
欢迎符合条件并有意向报考的人员于公告中要求的时限内按要求进行报名。 2022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