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多，休息时间又来了啊。”近日，宁波公交集团53路公交车驾驶员仇多立又利用运营间隙，带着制作好的安全展板，主动为线路上的其
他驾驶员口口相传公交车应急逃生指南、冬季行车注意事项等，时刻绷紧安全弦。

仇多立是一名四星级驾驶员，同事都亲切地叫他多多，因为他总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身边的同事。

□通讯员 姜婕 徐甬

仇多立：公交服务没有终点站

服务有方
45 岁的仇多立在成为公交驾驶员之前，当过

兵、做过生意、开过商务车，最终选择了公交行业。
他说，很多人觉得开公交很乏味，但他觉得开公交
能为群众出行添一抹亮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自
2011 年进入公司以来，他保持着十年如一日的认
真、负责与激情。

仇多立说，在他单独驾驶公交车的前一天晚
上，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不在乎你能赚多
少钱，只要你能握住安全，就是对我们和乘客最好
的交代。那一刻，仇多立对父母许诺，也对自己许
诺：一定要开好安全车，不管路况多差、心情多糟
糕，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仇多立最早开的是 1 路天然气车。那会儿地铁
还没开通，1 路又是途经学校、医院、火车站等人员
密集地的线路，路途长、路况复杂，由于路阻等原
因，乘客久等公交车不至、车内拥挤、夏天车厢温度
高，难免会出现焦躁情绪和抱怨的声音，他都会微
笑服务和过硬的驾驶技术一一化解。仇多立始终

坚持“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坚决不开“斗气车”，过
路口和转弯时再三确认无行人后才通过，上下车时
他会确保乘客到安全位置后再启动车子，高峰期人
流量大时他会细心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不要摔倒。
遇老年或行动不便的乘客，他总是耐心地扶他们落
座。因此，很多常坐这条线路的乘客也认识了这位
细心的驾驶员。

2017 年 9 月，53 路开通，仇多立任该线路班组
长。在他的带领下，线路被评上了宁波市青年文明
号。

爱车有道
两年军旅生涯，使仇多立养成了事事严谨的习

惯。每天，他都会提早半小时到单位，做好开车前
的准备工作，检查轮胎气压和灯光是否正常，做好
电瓶仓清洁及压缩机排水等工作。“查完这些我才
能安心运营。”仇多立说。

2019 年 5 月，53 路全线换成纯电动公交车，这
着实给驾驶员减负了不少。虽然新车上线前，公司

会对驾驶员进行操作技能培训，但是凭着一腔热
爱，仇多立利用休息时间，对电动车这个“新朋友”
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希望不仅是自己为乘
客带去优质的服务，更要让自己的“伙伴”以最好的
面貌迎接乘客。

一次运营中，仇多立发现后车门有下沉现象，
开关时会发出摩擦声。下班后，仇多立没有马上回
家，而是找了其他驾驶员帮忙一起查找问题。他让
同事坐在驾驶室反复开关车门，自己仔细查看问题
所在。经过一次次研究，仇多立找到了解决办法
——在车门下伸缩杆处涂上黄油润滑，再通过调节
垂吊螺丝，下沉的门便恢复如初了。后来，线路上
其他车子出现了类似情况，仇多立也一一帮忙解决
了。他说，现在车辆有些小毛病他都能自己解决，
尽量不耽误运营。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多年来仇多立
用实际行动践行“满意没有终点站”的服务理念，在
十米车厢里继续诉说着温暖的故事。

一笔巨额维修款，让他萌生了“试一试”的想法，最终为公司节约维修费近17万元；一次重大设备故障，让他明白“国之重器不能受制于
人”，主动请缨并成功修复了设备；一次无心插柳，让他倾囊相授，为公司培养各类技能人才40余人。

他立足岗位，以“工匠精神”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他就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交通集团浙高运公司丽水管理中心机电信息处员工——刘松荣。

□文/朱国金

创新工匠刘松荣的“触电”奇缘

工匠精神 源自敬业坚守
在隧道洞口前种植一片遮阳植物以消除黑洞

效应，隧道灯光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而实时调节亮
度，隧道发生事故自动拦截并发出文字和语音提示
信息，车辆超限检测联动阻止超高、超宽车进入高
速……这些看似并不“高大上”的发明，却在山区高
速公路管理工作中大显神威，而这些发明的创造者
正是刘松荣。

2008 年，丽水市莲都区洪渡隧道群发生故障，
导致 36 座短隧道停电。刘松荣与同事接到任务后
迅速抵达现场并联系厂家维修。经检查，厂家反馈
说需要 17 万元的维修费用，这个数目激发了刘松
荣突破自我的决心。他主动提出：“让我试试。”随
后与设备科的同事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讨论、分析工

作，逐一排查每条有可能存在故障的
线路。

在奋战了整整一周后，他发
现原来是一个价值不足 2 元的部

件坏了，更换后便能修复故障。17 万元的高额维修
费用，就这样省下了。

2009 年，德国进口的大功率发电机设备出现故
障。面对厂家的束手无策，刘松荣主动请缨，反复
推敲研究，仅用一个等值电阻便应急修复了设备。

“让我试试”的背后，源自刘松荣平日里苦练本
领的技术自信。在刘松荣身上，能看到一种因热爱
而选择坚守、苦练技术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 体现在勇于创新
有一天，刘松荣和同事在高速公路上巡查，听

到司机随口说了一句“天这么亮就开灯，多浪费
啊”。这句话顿时在刘松荣心里扎了根。之后，他
潜心研究摸索，发明调光模型，反复试验、控制调

试，完成大量的数据分析工作，终于发明
了光感应路灯自动化控制操作法，实
现了路灯、高杆灯开关从时控到光控
的巨大飞跃。

经测算，这项操作法使当时一个
管理处一年节约电费达 100

万元。该操作法也被评
为“浙江省先进

职 业 操 作
法 ”。 正 是
这 种 凝 神 聚

力、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品质，使得刘松荣打
磨出了 31 项专利技术、8 个科研项目、63 项“五小”
创新成果。

此外，由他参与的《公路隧道悬挂风机基础健
康性动态检测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了浙江省交通
运输厅组织的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路隧道
洞外减光技术研究项目》课题，被列入浙江省交通
运输厅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名录；《公路涉路作业安
全智能预警系统及应用》课题，获得中国安全生产
协会“安全科技进步三等奖”。

工匠精神 流淌于无私奉献
在刘松荣心里，自己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单位

的培养，如今学有所成，就更应该为公司做一些事
情。他说，一个人的本领再高，也撑不起一条公路
的建设；一个人的技术再硬，亦解决不了所有的道
路难题。只有人人是大师、人人是工匠，浙江交投
铁军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所向披靡。

2015 年，刘松荣把这个认识转化成了行动，依
托工作室组织开展了针对电工专业的师徒结对工
作，吸引了 78 名电工专业维护人员参加，结对成效
显著。

此后，在刘松荣的组织下，工作室一方面定期
开展各类培训活动，以师父面授、身教为主，集中授
课、委托外部培训为辅等多种方式开展带徒工作；
另一方面，通过参加科研计划项目、“五小”创新活

动，师徒协同完成创新工作，使学员在学习中
进步，在工作中成长。

从 2015 年 11 月至今，刘松荣技能大师工
作室共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42 人，其中高级技
师 10人、技师 13人、高级工 19人。

择一事，终一生。在平凡的岗位上，刘松
荣化身工匠精神的践行者，书写了不平凡的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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