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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00 日照港卸船机新司机张志国：

游子期盼父母身体健康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娇

今年30岁的
张志国是日照港
二公司卸船机丁
班的一名司机，
老 家 在 菏 泽 巨
野，2010年进入日
照港卸船班，从
事卸船机操作工
作，虽然入职已
经两年，但在这
个行业内，他还
算个新人。

“我的同事，
有的从2003年就
开始操控卸船机
器 了 。”张 志 国
说，新的一年，他
愿远在菏泽的父
亲母亲身体健健
康康。

操控庞然大物

感到很自豪
24 日上午，在日照港二公司的东港 11#泊位，在离地 50 米左右的卸船机司机室内，张

志国正操控着卸船机。“操控卸船机的岗位比较特殊，得先经过培训，然后找师傅带着干
活，最后才能独立上机操作。”张志国说。

能够操控卸船机这样的“庞然大物”张志国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非常珍视自己的工
作。24日，在悬掉在空中的操控室内，记者看到张志国和另外一名司机的棉鞋整齐地放在
门外，两人穿着拖鞋在操控室内工作。装置有各种功能按钮的操控台被张志国和同事擦
得很干净。

“我们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呆在操控室内，虽然天天跟这冰冷的大机器打交道，但时间
久了也有感情了。”张志国告诉记者，码头卸铁矿砂多，机器上浮着粉尘，进门换鞋不容易
将粉尘带进室内。

据介绍，卸船机的操作最难掌控的是拉钩的速度，即抓斗的运行速度。
“抓斗由钢丝绳拉动，靠滑轮的滑动上下升降，一个抓斗的重量约是25吨。”张志国说，

在地面上看，可能抓斗的运行速度缓慢，但实际它的横向速度约为1秒钟3米，提升下降的
速度约为1秒钟4米，动起来在空中会来回悠动，若掌控不好，抓斗进入船舱中抓货时会碰
到舱壁。

“这就要求司机在工作中必须得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盯着抓斗。因为一眨眼的功
夫，抓斗就已经移动了好几米的高度。”

第一次爬大机

不敢迈大步
卸船机的操作不同于门机，张

志国虽有一定的门机操控经验，但
调至卸船机操作岗位，还是有些不
适应。

“门机的操控室距地面约15米
的距离，卸船机的操控室距离地面
50余米，工作环境一下升高30余米。
正常人在高空中光是站一会儿就
打哆嗦，更别说是高空作业了。”张
志国介绍，遇到像台风等特殊天气
时，卸船机的机臂会竖起避风，那
时候的离地高度接近90米。

在高空中作业，跟地面有视
差，人会产生眩晕的感觉，张志国
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爬上卸船机
的时候，一往下看就眼晕，大步子
都不敢迈，只能扶着扶手慢慢挪
动。

希望家乡父母

身体健健康康
刚开始张志国由师傅带着

干，师傅会挑选船舱舱口较大、货
物比较好运的活交由他负责。随
着张志国操控技术的慢慢提高，
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个班下来，他
已经能钩抓600钩，约1万8千吨货
物。据介绍，从事卸船机操控七八
年的老司机，一个班约完成650钩
的货物量。

2012年马上就要结束，新的一年
即将开始，张志国告诉记者，新的一
年里他除了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越来
越得心应手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
是愿远在菏泽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健
康康。

“父亲母亲都六十多岁了，我
离开家乡好多年了，成家后定居在
日照，一般只有春节才能回趟老
家。父亲身体不好，很是牵挂他，希
望自己能常回家看看。”张志国说。

每隔一段时间，张志国就要检查卸船机上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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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练本领掌握带电作业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玉涛

从业之初爬电杆

两米高腿就哆嗦
21 日下午，阴云密布，下着零星小雨。因为湿度和风力等因素不适合带电作业，难得休息的

张伟在办公室里写着自己的工作体会。
张伟 1990 年出生，今年 8 月中旬入职到日照供电公司担任“电工”，与他一起应聘进来的共

有 15 人。
公司先是对他们进行了为期两个周的基础培训，例如爬杆、拉线。“穿着那个铁鞋爬杆，一开

始爬两米腿就打哆嗦。”张伟说。
基础培训过后，他们被分到各个部门，张伟被分配到了带电作业班。
带电作业是指在高压电工设备上不停电进行检修、测试的一种作业方法，为的是不让百姓家

中停电。这个班主要的工作是 10kv 高压电带电接火。
“刚开始分配的时候，听老师傅说带电作业电压是 10kv 的，当时真有点害怕，感觉不可思议，

家里的电是 220v，威力就那么大。”张伟说，分配之后又进行了系统的培训，之后还去郑州培训了
半个月。

经过近两个月的系统培训，他对 10kv 带电作业有了深入的认识。
“在外地培训的时候，一个老师说，带电作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按规定操作。”张伟说。

曾是海员漂洋过海

家里担心选择转行
去年，张伟大学毕业后从事

外轮远洋工作。作为“三副”，他
去过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个新年
就是在日本过的。“当时船上 20

多个人，除夕晚上我们一起包饺
子，那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包
饺子。”张伟说。

“从日本往家里打电话很不
方便，我们得去陆地上找咱们国
内的那种电话亭，而且很贵，一
分钟两块五。”张伟说，他最远的
一次航行是从烟台出发，前往俄
罗斯，光在海上航行就是 13 天。

“家里担心出事，我就回来
了。”张伟说。

难忘首次带电作业

新年希望技术进步
11 月份，在海曲西路一个任

务中，张伟第一次进行直接带电
作业。“当时是新增了一台变压
器，我们去给带电接火。”他说。

“自己第一次下手，还是有
些紧张。”张伟说，“当时一只手
攥着 10kv 的高压电，一只手拧
螺丝，就感觉老使不上劲。”

谈起自己的新年心愿，张伟
说：“希望我的技术能不断进度，
让老百姓家里的停电几率越来
越小，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越来
越得心应手，不让老师傅担心。”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
开电了，要是停一天电，估计很
多人就受不了，我们的工作就是
尽量能带电作业，不影响正常用
电。”张伟说。

他曾是一
名 船 员 ，去 过
韩国、日本、俄
罗斯；今年 8 月
份 ，他 当 了 一
名“电工”，现
在负责 10kv 高
压 电 带 电 作
业 ，他 就 是 日
照供电公司配
电运检室带电
作 业 班 的 张
伟 。谈 到 新 年
愿 望 ，他 说 ：

“ 我 就 希 望 市
民家中能永不
停电。”

12 月 12 日，张伟熟练进行绝缘手套法为某公司进行带电接火工作。
(日照供电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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