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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工作室培养更多工匠

■全媒体记者 王艳 蓝娟
7

2017年度

他的朋友圈

微信名：梁泽庆

微信头像：京剧《智取威虎山》

剧照

朋友圈状态：虽然是大家公认

的“技术宅”，但梁泽庆性格很外

向。闲暇时间，看球赛、听京剧、外

出旅游，他将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

梁泽庆说，钻研修理技术时，他

可以周末连续两天不出门，直到找

到破解难题的方法。但是，长期和

程序、数据打交道，人的脑袋会犯

晕，这时候，听听最喜爱的京剧是他

缓解疲劳的“妙药”。梁泽庆听的最

多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小时候

家人天天播放这个剧目，耳濡目染，

不仅喜欢听，甚至还会唱上几句。

另外，剧里英雄人物的事迹也激励

我不怕困难，积极进取。”

“1976 年，我高中毕业后进入黄埔港

务分公司做电气维修工，一直做到现在，

从一个电气维修‘小白’到行家好手，都是

下功夫钻研的结果。”梁泽庆说，他参加工

作的头三年是做学徒工，当时对于电气有

关的技术基础很缺乏，只能自学。他几乎

翻遍当时每一期《无线电》、《电子世界》杂

志。在 1979 年到 1980 年期间，他坚持每

周一、周三、周五下午收听中央电视台的

《半导体电子基础》讲座，一集都没有落

下。他自费参加函授学习《变频原理》、

《PLC 控制技术》。他还去二手市场买来

旧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尝试拆卸并

组装，了解电器的电子原理。2007年，他

花了一个月工资自费购买了一台小型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边对着书本

研究，一边对着实物练习，以便掌握自动

化编程技巧。

作为一名电气维修技工，除了扎实的

理论知识外，娴熟的实践技能也十分重

要。“1989年，公司买了三台起重机，用了7

年后，操作司机发现性能变差，操作难度很

大，大家就将它们丢在一边不用了。”梁泽

庆意识到，这是他锻炼维修技能的好材

料。他每天下班后都留下来，分析起重机

电路，查电子元件参数，电气线路数据。前

后折腾了一个月，他终于发现问题出自发

电机组。他从电子市场上找到一款和原有

机组接近的部件进行替换，做线路改造和

调试，“如果3台机器报废，公司要损失150

万元，能够修好它们，我非常有成就感。”

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下，梁泽庆锻炼出

靠“看、闻、摸”，就能快速检出机械设备基

本故障的能力。“首先，看颜色。机械运作

的时候如果负载过重，电流加大，控制器

就会出故障，这时候电子元件的颜色会变

黄。其次，闻味道。电流过大也会燃烧元

件，发出异味。摸温度，元件的温度高于

正常值，就表示出故障了。”

9月初的一个晚上，梁泽庆正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看电影，一阵电话铃

声突然响起，是机修中队罗永洪打来的。罗永洪急促地说：“庆师傅，码头一

台集装箱正面吊忽然失去动作，我们都找不到原因，你能帮帮忙吗？”

“好，你先检查机器的电气箱，看电子元件颜色变黄了吗？有没有异味，

摸一下温度烫不烫。没有异常的话，就是机械方面出了问题。”梁泽庆在电

话中详细指导，现场故障迅速得以排除，吊具又继续开展吊装作业。

梁泽庆是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港务分公司生产保障部机修中队电

气首席技师，在机械电气设备维修岗位已经41年。他敢于突破常规，用创

新思维破解技术难题，被同事誉为电气设备疑难杂症的“主治医生”。经过

他双手维修的机器不计其数，他还自主完成40余个技术革新和改造项目，

为公司节约成本500万元。

“看、闻、摸”三招确诊““疑难杂症疑难杂症””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港务分公司生产保障部机修中队电气首席技师梁泽庆机修中队电气首席技师梁泽庆

在机修中队，大家都喜欢称梁泽庆为

“庆师傅”。

培训徒弟时，梁泽庆要求徒弟们把码头

每台设备的线路、系统设计都记在脑海里，

设备每一个器件安装的部位要分毫不差。

检修时，要用笔记本记录好故障的原因以及

解决的方法，为返修提供灵感。“师傅还手绘

了每台机器的电路图、关键参数，并制订成

一个本子，印出来，发给我们参考。”

“要做好维修行业的工作，得依靠团

队的力量。我一个人全身都是铁，能打几

根钉？”梁泽庆说他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多

年掌握、练就的维修技巧传授给更多的青

年员工，培养更多的工匠。

2014年，黄埔港务分公司成立劳模技

师工作室。该工作室集纳了各个部门的8

名技术能手，集中开展技术创新、技术攻

关活动。3年来，工作室共完成了31项技

术攻关项目，为公司节约成本110万元 。

梁泽庆还利用工作室资源，开展了

《三菱PLC 工作原理与编程方法》、《变频

器原理与使用》、《林德正面吊电控系统检

修方法》等多个专题培训，将自身的技术

经验向青年技术维修人员推广。

2012 年，梁泽庆被评选为首席技师，

这在当时是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人。“梁泽庆喜欢琢磨，机械电气的‘疑

难杂症’他一琢磨就能解决，还能有创

新，完全配得上首席技师的条件。”罗永

洪说。

梁泽庆告诉记者，他热衷改造机器完

全出于兴趣和好奇心。

2011年，码头一台重箱叉车吊具操纵

机构发生电气故障，被确诊为微电脑控制

器工作异常。当时，厂商没有提供该设备

的相关技术资料，检修工作难以进行。“通

常的解决方法只能更换该套微电脑装置，

但购件费用需10万元以上，而且时间长达

2至3个月。为了满足码头生产用机的需

要，我主动接下维修任务。”

在细致研究该机吊具电路原理、对其

技术数据进行检测分析后，梁泽庆自行设

计了一套与原功能相同的继电器控制线

路，以替代原来的微电脑控制电路。经过

不断的调整和测试，该设备不仅改造成

功，还减少了机械停时，为公司节约了近

10万元的维修费用。

最近的一次改造是在2016年9月，一

台PPM集装箱正面吊由于投产时间长、使

用频繁，电器受腐蚀、氧化、振动等因素影

响，在运行中电气故障率偏高。梁泽庆检

查后发现，整个控制系统用电脑控制，某

一台电脑出现问题时，整个系统都失灵。

梁泽庆运用所学之长，对设备进行技术升

级改造，采用先进的PLC技术进行电路设

计、器件布置、程序编制。“改造后，通过对

机械一年的跟踪使用，发现电路运行非常

稳定。该项目分别获得分公司科技成果

一等奖和集团公司科技成果三等奖。”梁

泽庆说。

主动揽活成了“改造王”

41年练就“看、闻、摸”维修技能

▲梁泽庆正在检修电路 蓝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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