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港最年轻司机长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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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跑 20 多趟车

忙时饭都来不及吃

25 日下午，在日照港铁运
公司办公大楼，记者见到 0089

机车司机长李强。今年 40 岁的
李强 1 9 9 0 年进入日照港铁运
公司，开始了在火车上做乘务
员的工作。“当时是我爸爸送我
过来的，公司还没建这座新的
办公大楼，公司后面有很多空
地，还有鱼池。”回忆起刚进入
铁运公司的情景，李强仍然历
历在目。

“刚进来的时候，港上用的
还 是 蒸 汽 机 车 呢 。”李 强 说 。
2000 年，李强取得铁路机车驾
驶证，正式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李强一周上四个班，白班夜
班轮流倒，每个班上 12 个小时。

“上白班的时候，一般早上 6 点

多就到单位了。”李强说。几十分
钟之内，李强要和搭档做完换工
作服、签到、查看要注意的大事、
开预想会等一系列准备工作。7

点多，机车正式出库。
每天，李强要和搭档开着

机车要在车道上跑 2 0 多趟，
180 多公里。中午吃饭只有半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有时候突然
来任务，饭都来不及吃。”直到
到晚上七点多，李强才和同事
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下机车。“夜
班也是这样，晚上七点多上车，
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多。”

逢节假日，港上不停工，运
输货物的机车也不能停工。中秋
节那晚，李强正好上夜班，不能
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直到
第二天早上 8 点左右，李强才下
了夜班。而上个中秋节和春节，
李强也是在岗位上度过。

组织多种活动

提高业务技能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一个机车班组乘务班组发
展的好坏也是如此。李强所在
的 0 0 8 9 机车乘务班，成立于
2005 年 3 月，包括学徒，现在有
员工 1 1 人。带领 1 1 人的队伍
并不难，但作为一个时刻需要
注意行车安全、人身安全及机
械保养工作的乘务班组，任务
却要重很多。

据了解，带好 0 0 8 9 班组，
机车长李强有自己的一套方
法。为提高成员们的业务技能，
该班组实施“一班一题、一月一
考”和“月度安全自查”以及“菜
单式”机车故障分析学习和“看
谁被救援”活动，还有“望、闻、
问、切”快速整备法，一次乘务
作业标准化、快速巡视法、机车
消防应急演练活动。“在这些活
动中，大家都认真对待，不走过
场。”李强说。

李强还和同事们编辑了一
本小册子，上面有机车常见的
故障及解决方法。“大家一起在
学习中进步。”李强说。

多方面的管理活动，也让
李强带领的班组收获了诸多荣
誉。截止到 2 0 1 3 年 8 月，该乘
务班已安全运行 3100 天，安全
行驶 40 万公里，防止事故隐患
50 余起，受到公司奖励 38 起。

司机长李强也两次被评为
“安全十佳班组长”和“安全生
产先进个人。

在 2013 年的 8 次红旗机车
评 比 中 ，共 1 5 台 机 车 参 评 ，

0089 机车 6 次获得“红旗机车”
称号。在 9 月 6 日举办的日照
港第四届青工技能大赛内燃机
车乘务员项目比赛上，李强在
75 名乘务员中脱颖而出，获得
第一名，这也是他第三次获此
殊荣。

工作忙不能出远门

最远带女儿去过青岛

李强的媳妇在日照港医院
工作，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有时
候两个人都加班，孩子就交给
丈母娘带。“老人给我们帮了大
忙。”

可是无论多么忙，李强每
周都会抽出休息的时间回涛雒
老家看一次父母。“孝顺父母是
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最不能等
的事。”李强说，“母亲身体状况
还不错，父亲因为腰椎和颈椎
都不好，走路经常容易跌倒，前
段时间心脏又出了问题……”
二十多天的住院，都是李强和
哥哥一起陪着。

这个“十一”长假，李强女
儿想去北京玩，可因为工作，李
强并没有时间陪女儿去北京。

“女儿 1 1 岁了，我还没带她出
省玩一下，最远我们只去过青
岛 ，去 五 莲 山 都 算 远 地 方 的
了。”李强无奈地笑着说。

李强说，知道自己工作忙，
女儿对自己要求并不多，非常
听话。去不了北京，李强已决定
和女儿商量着去磴山玩，“那边
风景不错，我去过，这次准备趁
着休息的时间带着媳妇女儿一
起 去 看 一 下 ，就 当 十 一 旅 游
了。”李强说。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日照开发区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副庭长刘春明

用用心心做做事事的的““拼拼命命三三郎郎””

与法学结缘

毕业后被回到家乡

9 月 25 日上午 11 点，记者
在开发区法院见到了刚开庭回
来的刘春明。刘春明放下公文
包，将自己的法官之路跟记者
娓娓道来。

刘春明生于莒县的一个普
通农村家庭，高中毕业后，被山
东师范大学法学专业录取。“我
是文科生，更喜欢政治和历史，
但当时填报专业时，也不知为
何会选择法学专业，可能是冥
冥之中上天注定的吧。”刘春明
笑着告诉记者。

在大学期间，刘春明是班
级里的学习委员，除了学习，自
己还喜欢踢足球。“球技不好，
娱乐而已。”

2004 年，刘春明面临大学

毕业。恰逢省高院、省委组织部
在全国高校统一选调一批法学
专业的学子统一分配，要求满
足党员、三好学生或是班级主
要班干部三个条件之一。刘春
明是三好学生，瞅准了时机报
考，凭着自己的实力，他被录取
了。或许是上天的眷顾，他竟然
被分到了老家莒县法院，这很
出乎他的意料。

与妻子分居两地

每周只回一次家

2009 年 2 月，在莒县法院
工作了 5 年后，由于自己突出
的业绩和良好的口碑，他被开
发区法院要来了。而此时的刘
春明，才结婚 4 个月，十字路口
如何抉择，让他犯了难：一边是
新婚燕尔的娇妻，一边是蒸蒸
日上的事业。去开发区法院就

意味着和新婚妻子要过两地分
居的生活，不去则错失了一个
好机会。

刘春明的两难引起了妻子
的注意，在跟妻子说明困难后，
没想到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
持。妻子的善解人意，让刘春明
很感动，这是他努力工作的原
动力之一。

来到新的单位，虽然从事
的还是老工作，但已经是物是
人非。新的环境需要全新的自
己与之相适应。刘春明积极投
入工作，妥善地处理好与周围
同事的关系，他的工作得到了
领导的肯定。

这 4 年来，他每周回家一
次，一般是周五下午回家，路上
一个小时的车程，周一再回来。
第一周回家时，妻子还专门订
了个蛋糕，上面写着“欢迎老公
回家”。“周一早上 6 点半出发，
我一般不吃早饭，早到单位，为
新一周的工作做准备。”刘春明
说。

“平时在单位开庭，接待当
事人，话说地口干舌燥，回家后
就不愿再多说话了。妻子难免
有点怨言。”刘春明说，女儿现
在不到 3 周岁，刚开始女儿不
认自己，后来自己回家后就粘
着自己了。

80 后法官喜欢怀旧

对一些新事物不敏感

作为一个 80 后，刘春明竟
然没有 QQ 号，邮箱也是今年
刚申请的。“我不太喜欢在网上
跟别人聊天，平时与人联系都
是通过短信和电话。”当记者问

他是否玩微信时，“微信我倒是
听说过，但是没玩过，是不是和
短信有点类似？”刘春明问。

在他的办公室的书橱里，
整齐地码着一排排的书，有《苏
东坡传》等历史类书籍，还有

《朦胧诗选》等诗歌散文类、《四
世同堂》等小说、《辞海》等工具
书和一些法律类的业务书，摆
满了整个书橱。“闲暇时，我喜
欢 看 看 这 些 书 ，增 长 一 些 见
识。”刘春明说。

2011 年，刘春明共审结了
511 个案件，次年审结了 372 个
案件。最忙的时候一天开 6 次
庭，平时一天开两次庭。“趁着
中午和晚上有空的时候写写判
决书和调解书，中午我一般不
午休。”刘春明说。

他披星戴月的汗水没有白
流，夜以继日的工作得到了上
级的肯定，荣誉也纷至沓来：除
了获得县级和市级的荣誉外，
2013 年 6 月，他被授予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第三届全省法院
办案能手；9 月，获得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第五届全省优秀法
官称号。

除了领导的肯定，当事人
的满意也是他工作的动力源泉
之一。他在莒县法院工作时，有
位 5 0 多岁的妇女被邻村一个
中年男子殴打，后来双方闹到
法院，经过刘春明的调解，双方
都很满意。某天中午，老妇带着
一包自己烙的煎饼和熟花生米
来找他。“她执意要给我，说是
给我带的午餐，后来拗不过她，
我只留了花生米。”刘春明说，
当事人的满意，是自己努力工
作的不竭动力。

李强在检查保养机车牵引杆。 本报通讯员 魏兰富 摄

面对当事人的疑问，刘春明总是耐心解答。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刘练常

李强，日照港
铁运公司 0089 机
车司机长，也是日
照港最年轻的司
机长。曾连续三次
获得日照港乘务
员技术比武第一
名。他说，把工作
做好，是自己的本
职，这不仅是对公
司最大的支持，自
己也会从中收获
特别的成就感。

乐业
机车司机

没有 QQ 号、
今年刚申请了邮
箱、喜欢读历史人
物传记……听到
这些，你一定不会
和一名 80 后联系
起来。但 31 岁的
日照开发区法院
交通事故庭副庭
长刘春明就是这
样一个人，不是不
想赶时髦，也不是
不感兴趣，只是他
将自己的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了他
所热爱的工作中。
今年 9 月，因出色
的成绩和良好的
口碑，他获得了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第五届全省优
秀法官称号。

乐业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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