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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民民工工、、博博士士生生，，都都是是港港口口能能人人
虽然岗位、出身不同，但他们都为青岛港创造了奇迹

走进青岛港，几乎每个岗位上都能看到工人们精彩娴熟的“绝活”技能。青岛港的工人群体在普通岗位上普遍成才，身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在青岛港大有人在。
别人不能干的，他们能干；别人干不好的，他们能干好；别人干不上去的，他们干上去了。创造这些岗位奇迹的都是普普通职工，他们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是农

民工，有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立足岗位实干圆梦，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青岛港人“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誓言。

本报见习记者 李虎

“正处级农民工”徐万年：

无数个“第一”书就人生传奇

说起20年前，捡酒瓶子被门
卫羞辱、帮人装卸货物老板却一
分钱都没给的打工岁月，徐万年
至今还是感慨万千。“我老家在
革命老区沂南，小时候家里穷，
17岁就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了。北
到哈尔滨，南到福建，西至江西，
东到山东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我
都走遍了。”

徐万年说，他伐过木头、扛
过麻包，受尽了别人的欺负，可
以说是尝尽了人情冷暖。1990
年，徐万年到青岛港干起了装卸
工，港口从领导到职工，对他们
农民工像亲兄弟一样，十分关心
爱护。在经历了四处漂泊的打工
生涯后，徐万年找到了久违的家
的温暖，也找到了奋斗的动力。
从此，徐万年便开始书写自己由

无数个“第一”组成的人生传奇。
1993年，他成为青岛港第一

批纹车手，2005年又被提拔为装
卸队的副队长，成为青岛港第一
批合同制的农民工。2007年，徐
万年被提拔为青岛港西港分公
司副经理，成为青岛港第一个，
也是全国少有的副处级农民工，
2008年荣获山东省首届百名农
民工之星第一名。

徐万年在工作中练就了一
身绝活。2004年，他带领全班创
出了17分14秒安全优质装完一
节火车的青岛港集团最高纪录，
成为全港火车装卸作业的“排头
兵”，也打破了全国海区纪录。他
至今是纸浆接卸世界纪录的保
持者，他带领各班组人员研究装
卸工艺，钻研绝活，先后创建了

17个工作法，先后刷新了300多
项全国、集团和公司的生产纪
录。

2010年，徐万年担任了西联
公司党委书记，成为青岛港第一
个正处级农民工。当领导后，他
始终保持着码头工人吃苦耐劳
的淳朴本色，不管是白班夜班、
风里雨里，还是酷暑严寒，他的
身影总是日复一日穿梭在西港
这片42万平方米的码头上，每天
的工作时间在16小时以上。

用心钻研之下，徐万年又提
出“叉缆靠船法”、“散货平衡垛”
等多项合理化建议，在他的科学
安排、合理调配下，公司先后创
出多项集团纪录和海区纪录，以
1个码头的能力干出了10个码头
的业绩。

“工人发明家”乔伦：

普通修理工变身“新鲁班”

5年前，乔伦还是一名普普通
通的维修班修理工。而如今，在青
岛港前港公司提起“乔伦”，却是
人人知晓人人称赞的“发明家”，
被许多媒体称为“新时期的鲁
班”。2008年，乔伦踏进青岛港的
大门，被分到了前港公司堆装队
维修班，从事流程设备的维修工
作。

在这里，乔伦发现，只要肯干
就有实现梦想的舞台，只要付出
就有收获。当时班里专门给他安
排了师傅，教他学安全、学技术、
学作风。在工作中，乔伦慢慢对设
备零部件的构造产生了浓厚兴
趣，由于他手脚勤快，舍得出力，
凡事又喜欢动脑筋，很快就掌握
了一些常规维修项目的要领，成
长为班里的技术维修骨干。

有次乔伦在维修变速箱时，
发现一个轴套的内孔起了刺，需

要打磨处理，他用圆锉一点一点
凭手工磨，整整花了半个多小时
才修好。手工的繁琐让他琢磨起，
怎样用电动工具来打磨这样的轴
套。

3个多月后，他拿着设计好
的工具图纸，兴冲冲地跑到一
家机械加工厂请求加工，然而
没有人把他的“小活儿”看在眼
里。乔伦软磨硬泡终于征得了
同意，自己掏钱租用他们的车
床进行加工。凭着以前学过的
一点基础，乔伦仔细操作，花了
一个多小时才加工完毕。之后
他马上赶到单位，找到废旧的
轴套试着打磨，发现工具短了
一点，只好返工。经过了这样三
个回合，工具终于合适了。

几天之后，正巧有一台减
速箱的内孔需要修理，乔伦的
工具便派上了用场，仅用一分

半钟的工夫，就把原来半个多
小时的活干完了，轴套的维修
效率整整提高了20倍。看到效
果如此显著，队里便安排主管
工程师帮他绘制电子图纸，组
织人员帮他搞制作。乔伦又先
后加工、组合了几套不同尺寸
的工具，实现了各种孔都能打
磨 。由 此 诞 生 了 第 一 套 工
具———“万能钻磨系列工具”。

尝到甜头的乔伦继续钻研，
又先后发明制作了可用于维修打
磨、钻孔、清理、割圆、錾起的8套
30多件工具，消除了维修工作中
很多安全隐患，破解了特殊维修
场所普通工具拿起来不顺手、用
起来不方便的难题，提高了维修
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他的“新系列
工具”荣获集团工属具革新优秀
成果一等奖，他本人被评为集团

“乔伦精创”员工品牌。

“码头博士”庄开宇：

扎根一线攻克港口世界难题

2002年，庄开宇在浙江大学
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毕业，获得
博士学位。当时他面临着很多选
择：可以留在名牌高校，可以走
进知名外企，也有机会出国继续
深造，但他都没有去。一个偶然
的机会，让他走进了青岛港。

“当时身边的同学找工作多
是从个人发展或经济收入方面
考虑，多数选择了外企。我有个
朋友正好在青岛工作，他说我的
专业在青岛港应该能派上用场，
我便投了一份简历。”庄开宇说。

“没想到，3天后，青岛港人
事部的领导给我打来电话。”庄
开宇说，“不论你有多么高的水
平，与企业对话，求职者总是弱
势。但青岛港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非常尊重知识，渴望人才。”

青岛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
度让庄开宇产生了好感，决定来
这里一看究竟。来到青岛港后，
他在信息中心谈了两个多小时，
港口领导表示，有本事能都使出
来，来了就是要让他挑大梁的。
庄开宇比谁都清楚，拥有知识固
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拥有干事
创业的舞台，实现人生的抱负。

就这样，庄开宇扎根港口，

将未来与青岛港关联了起来。
当时，正值青岛港集装箱事

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能让青
岛港拥有世界一流、自主品牌的
现代化计算机系统，确立青岛港
的世界大港地位，他主动请缨，
积极承担起集装箱计划实时控
制系统的课题研究任务，并任课
题研究带头人。

庄开宇非常清楚，对现场情
况有个真实准确的了解是项目
成败的关键。于是，他将工作地
点直接搬到了码头现场，在机械
隆隆和船笛声声中与码头工人
融为一体。两个月的时间里，他
顶风冒雨，不分昼夜地在几十米
高的机械上爬上爬下；两千多米
的岸线，一个晚上要不停地走八
九个来回，没有人相信他就是当
时青岛港唯一的博士。

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2003
年5月，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成
功应用于前湾三期集装箱码头，
构建了具备实时性、智能性的集
装箱生产作业模型。经青岛市科
技局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系统
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创经
济效益4900多万元，为“振超效
率”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让
庄开宇感到满足，他依然在寻求
着自身的突破。现在他和他的团
队正在努力攻克港口“雾天靠
泊”这一世界性难题。青岛港一
年中有50多天是雾天，过去只能
通过视线和经验发出指令，这极
大地影响了港口的装卸数量和
安全系数。

庄开宇介绍，在这方面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扎根
一线试用了声浪、GPS等方案，
最后经过不断摸索找到了采用
光学方式解决这难题的路径。利
用日全盲紫外线技术和成像技
术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与正常天
气停靠标准相比误差仅1米，第
一套产品计划年底面世。

码头夜间装卸也是分秒必争。（资料片）

庄开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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