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想感谢我的师傅陈勇，他言传
身教，事事耐心教导并将技能知识倾
囊相授，在他的培养下，我才能很快熟
悉新的工作环境，胜任总装技术员的
工作岗位。”入职感悟中，技术部员工
王佳晖表达着对于师傅陈勇的感激之
情。不仅如此，多年来，陈勇积极发挥
高技能人才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先后
帮助15名青年技术人员取得了中、高
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看着如今桃李
满园的情景，深感欣慰之余，他的思绪
又回到了自己初入行的时候。

当年，毕业后，陈勇进入上海第
五机床厂，成为了一名钳工。“每天在
机器轰鸣声中作业，满是粉尘，常常
忙碌一天下来，脸上、身上都沾满了
铁屑。”尽管如此，他满怀热忱向师傅
请教、学习，很快便在技术上独当一
面，成为了班组长。

世事难料，随着机床厂效益日益

下滑，陈勇开始积极想出路、寻求转型
和发展。“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发布的
地铁公司招聘信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
度前去应聘。”最终，经过层层选拨，他
顺利进入车辆分公司学习轨道交通电
客列车车辆维修技术，2014年公司转
型，进入申通南车（上海）轨道交通车辆
维修有限公司，担任一线技术员。“我主
要负责地铁列车架大修、部件设备维修
以及技术咨询服务等检修和维护工
作。”谈起深耕了多年的维修工作，陈勇
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但最初转行从事城轨电动列车
检修时，他坦言看到庞大的地铁列
车，真是“两眼一抹黑”。尤其一节地
铁车厢大约有11000个零件，看着这
些密密麻麻的零部件，茫然无措间，
他深切感受到了做一名地铁维修工
的艰辛与不易。为了尽快熟悉业务，
掌握技能，他坚持多看、多问、多动

手，及时总结各种疑难杂症及维修技
巧，同时利用空余时间弥补文化知识
的匮乏和技能等级的不足，实现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地铁列车大修一般需要35个工
作日，架修则在20天左右，工作量很
大，且必须按照规则操作。”每天，他
与同事们身穿工作服，来到基地进行
列车维修和调试，尤其高温天爬到车
顶作业，很快就汗流浃背，衣服上满
是汗渍；钻到车底维修时，灰尘蹭到
脸上、身上，等维修完已经是“灰头土
脸”，让人“认不出”了。虽然辛苦，但
为了保障地铁安全运营，陈勇与同事
坚守基地，精益求精，认真做好每一
次大修，同时保证随叫随到，一旦地
铁出现故障，马上维修、解决。“忙碌
的时候，也会通宵操作，但正是这样
的高标准、严要求，才有了我们过硬
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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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维修师陈勇：

用专业和技术保障轨交安全运行

“技术能手”“先进个人”
“嘉定工匠”……看着眼前的
一个个荣誉和奖项，陈勇的内
心感慨万千。作为申通南车
（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
限公司技术员、高级技师，他
多年如一日，用专业和技术保
障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同时
不遗余力，培养年轻人才。在
他看来，恪尽职守、精益求精、
创新服务，才是一名工匠应该
有的责任和追求。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工作中，陈勇始终以身作则、严于
律己，勇于面对新的工作和挑战。连
续两届进博会，为了全力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他带领团队成员以高度的责
任心和对地铁事业的热情，投身于每
项细致工作中。及时预警预测、完善
相关应急预案，合理应对大客流压力，
用专业和技术创造良好的轨交环境，
确保地铁列车安全运营。“其实，不仅
进博会，每逢上下班高峰、春运期间，
也是对我们工作能力的考验，甚至，平
时的每一天，地铁的运营安全也至关
重要。”陈勇深知从事轨道交通车辆维
修工作，自己所肩负的重担和使命。

尤其遇到急难险重问题时，更能
考验地铁维修师的专业技能和应急
处理能力。2017年，某列地铁列车在
运行过程中接到了乘客电话，反映列
车存在严重的冲动现象了解情况后，
陈勇立即组织人员来到现场确认故
障情况。“其实是列车车钩缓冲器液
压介质出现了较多的渗漏。”经过冷
静排查、处理，事后他主动撰写了技
术改进方案并与供应商取得联系，提
出了改进意见，使问题列车得以及时
维修，恢复了正常运营。

“有时候接到紧急抢修任务，家
里遇到再大的事也只能坚持‘不下火
线’。”让他难忘的是，一个周日的下
午，他正在陪伴家人时，接到紧急任
务：“江杨北路3号线列车出现故障，
兄弟单位解决不了，需要立即支
援”。对陈勇而言，电话就是“集结
号”，他二话不说马上赶往单位投入
抢修，但当抢修进行了一半的时候，
家人打来电话：“儿子受伤了，你能回
来吗？”一边是抢修任务，一边是家人
受伤，陈勇来不及多说，简单的话语
安抚之后，他又继续投入到抢修工作
中。“那天，当我忙完回到家，看到孩
子鼻子上的伤口时，心里说不出的难
过。能够全身心投入地铁检修工作，
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回首往
事，陈勇感激地说。

在维修一线摸爬滚打了多年，他
还摸索出许多工艺创新的方法和经
验，如发明新型的不落转向架更换钢
簧部件设备，即不需要将转向架从列
车上拆卸下来，就能够进行部件更换
和维修，大大缩短了维修时间，提高
生产效率。他透露说，该操作法还被
评为“2013年度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

限公司先进操作法”，并已推广至各
维修基地，获得一致好评。

创新之路不会停止。多年来，陈
勇为公司各个班组量身定制的作业
架、运输架、专用工装，已达300多个
品种。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司新设
立江杨北路架大修基地时，由于各个
基地之间相距较远，列车的零部件需
要卡车运输。为了保证运输安全以
及部件在运输途中不受损伤，必须制
作专用的运输架。“当时，新基地主要
进行3号线和4号线列车的车架大
修。”为此，陈勇结合这两种车型的特
点，成功地设计并制作出了两种车型
通用的空气弹簧、电机运输架，填补
了这两个部件没有运输架的空白。
此外，还有效解决了两车型同时维修
作业所带来的转向架作业场地紧张
的问题。“去年，我采用这种思路，设
计出了适用于多车型维修用的工艺
转向架，进一步节省了维修成本，提
高了工效。”对他而言，“创新”即在传
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将
对于工作的热情融汇在每一次的维
修项目和工艺制作中，才能进一步攀
上技能高峰。

从“门外汉”成长为小有名气的维修师

攻坚克难中摸索工艺创新的方法和经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多年来，陈勇依托创新工作
室，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校企合
作、技能比武、项目革新……除了多
形式培养和指导外，他还时常与青年
员工交流、谈心，鼓励他们学习专业
理论知识、钻研业务、提升技术能力。

在他看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即要通过“传授、传承”让青年
人掌握具体的维修技能和理念，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而不是单纯指导他
们如何操作。“感谢师傅以他丰富的知
识储备和实际操作经验，带领我走进
轨道交通这一领域，让我在提升技能
的同时，对于所从事的行业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知。”谈及陈勇的指导和帮
助，技术部员工王佳晖心怀感恩。

行业深耕多年，陈勇通过师徒带
教，帮助15名青年取得了中、高级工以
上的职业资格，他本人也先后荣获“技
术能手”“先进个人”“申南工匠”“菊园
工匠”“嘉定工匠”“全国轨道交通行业
维修能手”等荣誉称号，深受行业认可。

“如今，伴随智能运维和网格化
操作的普及、革新，对于技能人才又
提出了新的要求。”陈勇坦言，作为一
线技术员工，唯有以企业科技创新战
略为出发点，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才能在岗位上有新的突破和
成绩，实现个人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同时，他提醒年轻人，在立足本职岗
位的基础上，多学多看多问；怀有满
腔热忱，不断传承创新，才能创造新
的价值，走出属于自己的技能之路。

依托创新工作室

积极发挥

“传帮带作用”

工作中，陈勇始终以“工匠精神”严格要求自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