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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个“新能源车辆电控故障模拟维修系统”

亮相 特约通讯员 黄罗成 记者 陈梦泽 摄

    细心的市民一定注意到，申城街头的新

能源公交车越来越多，传统的柴油车越来越
少。当你乘坐它时，你可能不会想到，车身的

上千根电线让维修难度骤然加大，那么抛锚
问题该如何解决？带着问题，记者一睹巴士三

公司一体化服务中心的真容。

维修：解决80%问题
记者日前从久事公交集团获悉，上海将

在 2020年实现新能源车辆占整体车辆数的

80%，巴士三公司现有公交车 1690辆，其中
新能源车 900辆，年内将再更新 280辆纯电

动车，届时新能源车占比将达到 70%。
然而，新能源电动车上出现的大量电子

控制元件，带来了维修新问题。为此，巴士三

公司成立了“技师创新工作室”。
高级技师宋奇焱回忆道：上海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辆纯电动车引入是在 2016年，由于
公交生产公司的技术壁垒，他们并不愿意提

供图纸，导致巴士公司的维修工人无法维修，

只能送修。2018年，宋奇焱开始带领技师工
作室共 24人攻克新能源车维修难题。“以前

的柴油车是机械化构造，只要拆解开就能慢

慢研究，而电动车涉及上千根电线，没有图纸
辅助，维修难度很大。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没有

成立工作室这么高大上，只是想着如果我们

学不会新技术，可能就要饭碗不保。”他笑言。

没有图纸怎么办？技师工作室用实际行
动给出答案，用 3年时间一点一点测量、一点

一点完善，搭建起上海公交行业第一个“新能
源车辆电控故障模拟维修系统”。宋奇焱用手

比画出手机大小的方块，“一开始就这么小的
一块，是我们工人每天利用下班时间在纸上

一笔笔画出线路图和故障点。”提到这张图，
他的自豪感满满，从 2018年刚开始的 10个

故障，到 2019年录入 18个，如今图纸上赫然
在列 25个故障难题，可以说 80%的问题都

能解决，非典型故障一年难得碰到一个。用三

年时间攻坚克难，他们做到了。

监控：化被动为主动
维修车间 1楼的监控室，一块数字模块

化的大屏幕吸引了记者的注意。“Z5A-0004

在延安西路近瑞金一路，出现三级警报。”随
着播报声响起，工作人员立即点开查看车辆

信息，要求驾驶员在就近公交站点靠边停车，
切断整车电源。

记者看到，在 8平方米显示屏上，公司所

有公交车辆行驶状态正通过 GPS定位动态
更新，电机温度、空调状态、车内温度等重要

参数尽数囊括，实现了对车辆的全方位监控。
据悉，监控系统目前已录入 1016辆新能

源车信息，这也意味着能更高效地处理突发故
障。拿乘客最头疼的抛锚来说，以往车辆抛锚

后只能联系就近的所属公司停车场，往往路程
较远、等待时间较长。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以前处置起来花费几个小时都有可能。现在
接报后，维修人员会在 3分钟内响应、10分

钟内出车，确保及时检测并修复故障车辆。”
未来，新能源车将全面取代传统柴油车，

如何应对新的技术难题，在宋奇焱看来，只能
通过不断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

本报记者 任天宝

    在淮海中路雁荡路口有这样一方柜台，

任何分量的酱菜酱料都可以称斤论两、“零
拷”回家。本期《十分上海》，我们来到全国土

特产食品商场的酱菜酱料专柜，“打卡”老字
号，打探“生活经”。

上午 9时，转角的柜台刚开门，已有市民
排起队来。“味道正宗，品质有保证，想吃多少

就买多少。”市民大多因此而来。

老顾客都会自带容器，田老伯特地从宝
山赶来，手里的搪瓷杯、搪瓷碗已装满酱菜酱

料。他喜欢把馒头蘸着辣酱吃，40多年来口
味已经养成。“现在这种‘零拷’店越来越少，

喜欢吃只能大老远来买。”

“零拷”的人群中也不乏年轻人。黄先生
想和家人再吃一次冷面，买了花生酱和芝麻

酱。“我也是跟着老一辈来才知道这里的。从
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浪费，平时买菜会在

前一天想好所需的量再去买。”现在他将这种
生活方式言传身教给下一代，“以后我也会带

我的孩子来这里，让他了解‘零拷’的魅力。”

戴阿婆独创了一套“混搭”法。“牛肉酱里
放点瑶柱、葱，炒一下，比外面卖的海鲜酱更

好吃，还很实惠。”改良后的酱料分送给亲朋
好友，获得一致好评，戴阿婆心满意足。

天色渐暗，酱料柜台前人气不减。值班长

周彬斌一边巡视柜台，一边向我们介绍：“自
带容器前来‘零拷’的顾客约占一半。不管容

器大小，哪怕一勺酱我们也照卖。像花生酱、

芝麻酱等热门酱料，每天可以卖出两三百斤，
日均销售额三四万元。”她认为，上海人对“零

拷”的喜爱延续至今，已成了一种情怀：“现在
‘零拷’店屈指可数，我们店仍有一群拥趸，是

因为大家都惦念着记忆中的那份味道。”

想吃多少买多少，“零拷”的背后，是老百

姓的实惠生活，也是勤俭持家的传统延续。

《十分上海》摄制组

    在早已成红海的国内白酒市场，“江小

白”的脱颖而出，曾经是一个神话。

靠着外包装上 “我是解药、 不是毒药”

“走过一些弯路、也好过原地踏步”这样的文
青文案， 江小白一度抓住了年轻人的眼光。

80后不管喝不喝酒，都知道有个“江小白”。

然而，过去两年，“江小白”的成绩单，

却有点尴尬。一方面，它在年轻人中的品牌

知晓度，仅次于茅台、五粮液；另一方面，它
在 2019年的销售额，只有 20多亿，不但无

法挑战茅台这种千亿级别的“大咖”，更被
其他许多白酒品牌远远抛到了身后。

有专家认为，“江小白” 的故事虽然讲
得好，但产品拖了后腿。 换句话说，它的瓶

子做得棒，口感却没有跟上。年轻人喜欢你
的文案，不代表喜欢喝白酒，更不代表喜欢

喝“江小白”。 纵然，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

年轻人被文案打动，买了一瓶尝尝。但归根

到底，要和客户地久天长，还是要有能留住
客户的口感。

现实生活中，“江小白”式的尴尬，也蛮

多的。

比如，一家企业要改革。到底是寻求几
个新名词、玩转几个新概念，还是静下心来

仔细研究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 进而找到
突破口？ 前者简单、见效快，后者需下大力

气，但能治本，效果持久。 无需讳言，现实
中，玩转概念的企业，不在少数。

再比如，直播带货。是聚焦货品的自身
质量，还是聚焦直播渠道？ 有的直播带货，

吹得天花乱坠， 用户一拿到产品就大呼上
当，这样的生意能持久吗？ 有的直播带货，

动辄吹嘘“几十亿成交”，而其中水分多多，

虚火上升。 单问一句，有意义吗？

最后，还可以探讨一下，写文章到底是
“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这个原来不

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也被拿出来一再讨论。

说到底，渠道固然重要，也能在短期内赋予

品牌影响力。 但是，如果不能沉下心来，一
句话一句话探究、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如果

不能赋予文字传播的魅力，那么渠道再好、

流传再广，大概也只是一锤子买卖吧。

不能留住客户的产品，不是好产品。不
能打动人心的文字，不是好文字。不把客户

当“小白”，那才是“江小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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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小档案】 球鞋定制师：根据客户需

求，通过手绘涂鸦、更换皮质、添加配饰等方
式，制作出个性化球鞋的人员。

明亮的大色块、精巧的创意图案，配上古
诗词《虞美人》，再换上彩虹鞋带，在球鞋定制

师三白的打造下，一双普通的常规款品牌球
鞋成了最有个性的时尚单品，仅把照片发给

外国客户，对方已赞不绝口，催着赶快发货。

初见三白，这个瘦高的上海姑娘给人酷
酷的感觉，但很快你就会被她随性、爽朗的性

格所感染。中文系毕业，却在机缘巧合之下改

行成为一名自由插画师，“三白”就是她作为

自由插画师使用的名字。4年前，她开始接触
球鞋定制，更准确地说，是手绘定制球鞋。

球鞋定制在国内兴起不久，从业者少之
又少。“不少人对球鞋定制的认识还停留在

‘你给我画一个灌篮高手吧’，对这种要求，我
会直接拒绝。”在三白看来，球鞋定制绝不简

单等同于在球鞋上画画，图案的原创性和独

一无二，才是“定制”的精髓所在，她给自己立
了“规矩”———只画原创作品。天马行空的创

意画作、随手涂鸦记录生活的写实小品，都有
了“上脚”行走的机会。

画出设计稿平面图，在球鞋上打底稿、上
色、勾线……画每双球鞋，三白必须十分专

注，从配色到下笔，再三思量，“毕竟无论哪个

环节出了问题，一双球鞋就可能废了”。所以
哪怕有时每只鞋只需要画巴掌大小的一块，

完成一双鞋也要花上一天时间，而一双全鞋
面手绘球鞋则需要一周或更长时间来完成。

手绘球鞋和平面作画在很多方面有着不
小的区别。三白举例说，球鞋是曲面的，并且

有接缝，构图要考虑完整性，不能被接缝割

裂，平面构图到了球鞋上常常被“乾坤大挪
移”。颜料使用防水的丙烯颜料，为了更醒目

的视觉效果，经常用到荧光色。荧光色晃眼，
三白上色时会戴上墨镜，奇特的造型经常把

她自己也逗笑了。
经过几年摸索，三白的原创手绘球鞋越

来越受到青睐，经常有外国人慕名找她来一
双“私人定制”，国潮品牌也与她合作，定期推

出基于她原创作品的手绘款球鞋。
手绘定制球鞋让年轻人展示个性，一双

球鞋的价格也因此翻倍甚至更多，而有时它
则承载了更多价值。考虑到卫生等问题，三白

不做旧球鞋的手绘定制。有一次，一个男孩来

求助，他特别珍视的篮球鞋意外磨花，那是父
亲多年前送他的中考礼物。看到男孩闷闷不

乐，三白决定试一试，专门设计了一款图案，
画在破损的部位。旧球鞋“新生”了，也延续了

父子回忆。
“4年画了上百双鞋子，我想没有两双是

完全一模一样的。”三白说，每双球鞋都留有

她创作时的心情印记，这正是定制球鞋的“灵
魂”所在。兴之所至，三白还会用特殊颜料留

下专属标识或一句话，“哪天穿球鞋的人发现
了，也是一种小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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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千根电线，没有图纸辅助，怎么维修？面对新车型，
巴士三公司技师们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三年画出“新能源车故障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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