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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面孔

新时代“花木兰”传奇
日照港女子叉车班的多彩生活
本报记者 王健

穿了4条棉裤还是冻透了
冬天的港口非常寒冷，

最冷的时候能达到-10℃。

而且叉车里没有空调和暖

风，任何热的东西在这里

很快就变凉了。15日下午
2时，记者来到岚山港务
公司码头，海风像小刀一
样，刮得人脸生疼，不一
会儿，身上的衣服便已经

凉透。

冬天的寒冷让女子叉

车班“没有热水喝，没有热

饭吃”。2006年冬天最冷的

一个晚上，马玉娟和叉车班

的姐妹们在4号泊位整理木

材，叉车四处通风，虽然身

上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仍

是彻骨地冷。马玉娟准备了

一杯热水放在车上准备暖

手用，可过了半个小时，那

杯水变成了冰坨子。

2009年，王慧在工作

日志中写道：“我在5号泊

位推木材，今晚特别冷。我
穿了4条棉裤，3件棉袄，可
还是冻透了。”

不过，即使在这么寒

冷的天气她们也能圆满地

完成任务。也正是这样不

怕苦的精神，让女子叉车

班硕果累累。

据了解，2008年，女子

叉车班荣获全国交通系统

“文明示范窗口”、全国安

康杯劳动竞赛优胜班组、

日照市“青年文明号”。

2009年，女子叉车班

荣获“山东省妇联三八红

旗先进集体”称号、“日照

港班组建设阳光文化示范

点”称号、“山东省青年文
明号”称号。

在港口开叉车，是只有

硬肩膀才能挑起来的重担

子。女子叉车班成立于

2003年2月，成立之初只有

9名班员。如今走过了7个

年头，女子叉车班已经经过

了4批人，不断的融合和交

流让叉车班有了一些时代
特色。

叉车班班长马玉娟对

这样的时代变化颇有感触。

她是叉车班的第二批成员，

作为70后的她当时也觉得

很年轻。可这些年过去了，

身边的 80后渐渐多了起
来，并且已经成为叉车班的

主力。

马玉娟介绍，现在班里

一共有13个人，80后已经

有8个人。“我们班里最小

的是1987年出生的，还有2

人是1986年出生的。”马玉

娟说。

80后思想活跃，表现
欲强，正感染着马玉娟。

2008年，市里举行龙舟比

赛，日照港组织公司职员

参赛，马玉娟和一些年龄

稍大的班员怕晒黑了，对

是否参加犹豫不决，这

时，班里的80后班员过来

动员她们，“我们都不

怕，你们怕什么？”这是

马玉娟记得最清楚的一句

话。

打消顾虑的马玉娟她

们参加了龙舟比赛，并获得

第一名。

80后成女子叉车班主力
每一艘船都会有死角，门

式起重机放不上货物，这就需

要叉车班先将这些死角用货

物填满，叉车司机将叉车作业
称之为“舱内串杆”。

起重机将叉车吊到船舱里，

在舱内的空间里作业。由于风浪

的冲击，船舱晃动，加上舱口

小，能见度低，难度可想而知。

在2006年以前，“舱内串杆”

几乎是男司机的专利，女子叉车

班当时如果想舱内作业，还得

从别的班里找男同事替班，非

常不方便。在经过她们多次要
求后，2006年，边防检查工作站

破格给她们批办了登轮证。

当然，“舱内串杆”看起来

轻松，真正做却并不容易。女

子叉车班成员王慧对自己第

一次“舱内串杆”记得最深，船
舱大概有17-18米深，从上面

一看，就有点眼晕。

“我闭着眼睛，一点点往

下挪，心里数着数，数到37，

我到舱底了。”王慧说，当时到

达舱底后，眼泪就在眼眶里打
转转，但挺过来了。

王慧还介绍，货物装船是

个复杂的作业线，需要多个部

门配合，而这些岗位大部分是

男同事，女司机在舱底上厕所

非常不方便。

“如果女司机爬出船舱上

厕所，就会耽误时间，影响整个

作业线，损失很大。”王慧说。

所以，女子叉车班在船舱

里作业，一般都不喝水，而这

样的作业一次要用3个小时。

为不上厕所作业时不敢喝水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这女

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戏词是老了点，但是里面唱

的一点也不差，也有越来越

多的人旧曲新唱，演绎着新

时代的“花木兰”传奇。日照

港女子叉车班便在自己的

岗位上建功立业，丝毫不让

须眉。

15日，记者来到岚山港

务公司，体味她们不为人知

的生活。

女子叉车班的殷珍每天

工作时，都会提前去叉车班的

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一张合

影，殷珍一岁半的女儿在合影

的右上角。殷珍很挂念自己的

女儿，但母女二人却只能一
个月见一次面。

殷珍夫妻两个都在港

口工作，工作比较繁忙，没

时间照顾孩子，便交给了殷
珍的婆婆照看，婆婆家离殷
珍的住所较远，所以只能一
个月才能见一次面。

由于不经常照看女儿，女

儿对殷珍并不亲，每次晚上

醒来时，女儿都哭着找奶奶。

但是，殷珍依旧热爱自

己的工作，她每月作业量是

叉车类里面最高的。家里人

也比较支持她。“如果没有

家人的支持，我也不会坚持

到现在。”殷珍说。

在女子叉车班里，像殷

珍一样的还有很多。岳仁霞
的孩子上小学，她每天都是

通过手机辅导孩子的功课。

用手机辅导孩子做功课

女子叉车班成员陈小明下舱作业。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