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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人物

帮忙解决。“我俩的操作步骤前面都是一样的，可到

了最后一步，我就没有自信迈出去。这让我意识到，

不管做什么都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有时候多走一步就成

功了。”王超说。

王超将自己的进步归结为：一是责任心；二是肯

钻研；三是受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出

身的农贸市场老板，多年来，他坚持带着子女们清理

市场的垃圾，要求我们不怕脏不怕累，今天能做完的

事情不拖延到第二天。”王超说。

技术攻关  破解维修难题

随着铁路科技的发展，大量新型DC600V直供电客

车投入使用，具备电源转换功能的车下电源（即铁路

客车电源转换装置）故障频发。但在当时，供货厂家

技术严格保密，委外维修周期长，设备成套更换价格

又高，昆明车辆段只能自己维修车下电源故障。2010

年7月，因专业技能过硬，王超被调至昆明车辆段技术

攻关组，负责车下电源的维修方法攻关，同时也负责

段上疑难问题的攻关及相关课题研究。

“虽然师傅教会我操作控制屏上的线路，但要处

理好故障，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只能自己摸索着

处理接线、通电以及故障排查等。”王超说，他白天

在攻关组摸索实践，晚上查资料总结，通过一年多的

研究，他能对车下电源整机模块自主维修。

对电源整机模块维修，对王超来说，最大的挑战

是车下电源电路板检修。要实现电路板检修，芯片元

件焊接是必不可少的技能。为了克服这一难题，王超

一有时间，就到电气设备维修市场一家一家地请教学

习焊接技术，但收效甚微。

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王超就自己搜集废旧板

件，查资料学习，反复练习芯片焊接技能。经过600余

次试验，他最终实现了焊接工艺与焊接质量的完美结

合。对于电路板上焊接难度较高的DSP芯片，他也能进

行精准焊接。

在攻关组一两年之后，他开始研究跟生产有关的

维修技术。

经过刻苦钻研，王超及其团队攻克了普速列车电

气配件的各类故障。他们还将相关技术整理成维修指

导手册，在昆明车辆段推广，方便一线车辆电工技师

参考，每年为单位节支降耗1000万元左右。

2019年至2021年间，王超团队修复各类集成板卡

和高价值配件2700余件，节约成本支出3000万余元。

王超践行了“技术为生产服务”的价值目标，为所有

高级技师作出表率。

每当车间或班组发生不能解决的疑难故障时，他

总是勇挑重担。“现在，只要告诉我机器有哪些故障

或者板卡型号，我就能提供解决方案。”王超说。

胸怀责任  做好传帮带

2015年，王超被评为“云岭首席技师”，组建了

“王超技能大师工作室”。在他看来，成就团队才能

成就个人，他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就是要把大家凝聚

起来各展所长，发挥团队的最大力量。他把自己多年

来记录的6本笔记本拿出来，作为工作室的重要学习材

料。笔记本上记录的都是检修问题和技巧，方便自己

和同事翻查，快速解决同类问题。

工作室每年都要吸纳新入职的大学生，为了让他

们快速成长成才，王超通过一周一次的“小课堂”，

将多年来总结的技术和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家。对此，

来工作室交流学习的杜正涌深有感触。“工作室的老

师傅会尽量满足我们的兴趣，好像重回到大学课堂，

环境十分宽松，传帮带作用非常明显。”杜正涌说。

58岁的尹瑞光是工作室里的老师傅，提到王超，

他赞不绝口。“别人几小时处理不了的故障，王超几

分钟就处理好了。随着检修成本的压缩，我们段的充

电机、逆变器这两个最难板卡检修，都是他一个人完

成的。”尹瑞光说，对于庞杂的内部检修，别人还很

无力，目前也只有王超能完成检修。

2021年以来，工作室积极融入昆明车辆段青年队

伍建设，采取“一对一”和“对检修现场疑难课题进

行研究”的方式，对检修车间“青年骨干培训班”成

员进行培训指导。2021年，工作室5项攻关成果参加了

“云南省职工创新展”，其中“IC芯片焊接技艺”被

云南省人社厅推荐参加中华绝技展演。

王超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还在于干活不怕吃

亏。“有些人觉得这活不是自己的，就不肯钻研。而

对我来说，别人处理不了的故障我能把它搞定，心里

是很开心的，还有小小的成就感。”在王超看来，

“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荣誉都与单位息息相关，能

回报的就是解决更多的疑难杂症，并把自己掌握的

技术传授下去，帮助工作室里的年轻人学到技术，

取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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