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转型故事③

老煤矿工人三年转型记：

4466岁岁要要考考证证，，比比高高三三党党还还拼拼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陈鸿儒

原来在矿上
上一两个小时班

15 日早上 7 点半，梁永生
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来到办公
室。第一件事，打开电脑把公司
的相关邮件全部看一遍。“现在
都是无纸办公，公司有什么文
件，都靠电子邮件传递。”

8点整，其他同事陆续走进
办公室，梁永生穿好工作服，走
进酵母生产车间。嗡鸣的车间
内，梁永生挨个检查机器，并和
工人交谈近 10 分钟，仔细吩咐
需要注意的各个细节。随后他又
走进锅炉车间，爬上 5 米多高的
锅炉顶，查看压力表运转情况。

从 8 点到 9 点 50 分，梁永
生检查了大小罐体近 200 个，
跟在他身后的记者的计步器显
示，一共走了 8200 步，而梁永
生爬上爬下，距离更长。他说，
这样的工作他每天上午和下午
各一次，每次步行五六公里。

山东圣琪酵母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部部长，这是 48 岁
的梁永生现在的身份。而在
2013 年 10 月前，他是横河煤
矿运转工区一名普通工人。

“当时在矿上我主要负责矿
井上面和下面电器的运转、水暖
锅炉等，上午上一两个小时班，

就没什么事了。”在梁永生的意
识里，横河煤矿曾经为数千家庭
提供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他在
2010 年特意从邹城一家化工企
业转到煤矿上班，就是觉得煤矿
可以让他的生活更有保障。

2012 年，全国煤炭销售形势
急转直下，横河煤矿的母公司宏
河集团经营压力巨大。也在那
时，已经成立十年的老圣齐生物
因为投入小装备低端，面临倒闭
破产。后来，宏河集团投资圣齐
成立圣琪生物，依托周边60多万
吨红薯资源，发展酵母深加工。

新公司成立，人员紧缺。作
为管安全的老员工，梁永生接
到一纸调令，他从横河煤矿调
入圣琪酵母，负责安全管理。

刚开始，梁永生有些不舍。
“我年龄大了，想着能从矿上熬
到退休，不想再担太大的责
任。”梁永生说，按照宏河集团
的规定，女工 45 岁就要内退，
他妻子已经内退 4 年多，当时
孩子还在上大学，万一干不好
被辞退，一家人连个正常拿工
资的都没有。

曾经的老工友
开始担心“饭碗”问题

梁永生当初顾虑重重，目
前仍在横河煤矿工作的工友张
善玲却有些“嫉妒”。

“老梁这一步走得太好了，

升了职不说，工资已经将近
5000元了，我还不到3000元。”
从2010年至今，张善玲一直在
横河煤矿井下进行皮带的维修
工作。“去年12月份的安全奖还
没发，至少拖欠了三个月的工
资……”唠叨起这些，张善玲感
觉不到曾经作为煤矿工人的骄
傲，反而越来越焦虑。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煤矿
行业日渐红火。许多人觉得，当
上矿工就吃上了公家饭，一辈
子不用愁。在2000年前，济宁许
多煤矿流行“十个10”，每到春
节前都会发10斤油、10斤肉、10
斤带鱼……到了2001年，煤矿
效益越来越好，开始直接加发
奖金。

正是这种“福利效应”，梁永
生、张善玲才会选择煤矿。但从
2011 年起，由于供过于求，煤炭
行业步入萧条期。“虽然宏河集
团作为邹城市重点国有企业，减
员及降薪都没有其他一些煤矿
那么猛，但奖金不能按时发放，
大家心里多少会有些想法。”

“老梁现在至少暂时不用
担心失业和减薪了，听说还考
了国家级的证书。”张善玲的口
气有着说不出的羡慕，他口中
的“国家级证书”，是梁永生用
了两年时间考下来的国家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这才是
他端得起“铁饭碗”的保证。

2013年转入圣琪酵母后，

梁永生觉得无比焦虑，为了让
自己适应得更快，只能先加强
学习，国家安全工程师职业资
格证书成了他的目标。

“两年前开始准备，我当时
已经46岁了。”梁永生说，年纪
大了记忆力开始下降，学习的
艰苦可想而知。由于生产任务
重，梁永生只能利用下班之后或
者一周一天的休息时间来学习，
他每天基本学到凌晨两三点
钟，有时候说梦话都在背内容。

“我觉得现在的高三学生
都没我用功，妻子和孩子都觉
得我疯了。”梁永生一次就考过
了，前不久刚刚拿到证书。

不敢迈出第一步
转型永远都很难

据梁永生介绍，目前在圣
琪酵母，从横河煤矿转岗过来
的工人有 100 多人，其中大部
分以后勤服务岗为主。还有一
些人是从集团的其他老企业转
过来的，逐渐适应了新岗位，比
如37岁的朱明慧。

朱明慧原本在宏河集团下
属的开来化工工作，是一名普
通的车间工人。2006 年厂里效
益不好停产，干脆给工人放起
了长假。迫于生计，她开了个水
管管件安装的小门面，到了
2014年，厂里突然通知她来圣
琪生物上班。

“我想好歹也是份工作，就
来报到了。”进入圣琪后，朱明
慧干上了包装工。“接了订单就
包装好，交给快递公司发走。”
朱明慧一边干着包装工，一边
默默观察着产品的流向。一年
后，圣琪旗下的圣家乐购开始设
立线下宣销体验部，但基本没有
盈利。“我比较了解产品流向，就
主动提出转岗，不给工资也要干
这个活。”

朱明慧是个“门外汉”，要主
动找人家谈业务，一开始嘴都张
不开。“记得我的第一个大客户
是兖州一家代理商，想让对方代
理一款面粉，分销给济宁和周边
的蛋糕店。”朱明慧说，这个代理
商生意做得很大，对她手上的新
款面粉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刚开
始接触时，打电话对方都不接。
朱明慧“厚着脸皮”主动上门介
绍，变着法地说服对方，前后折
腾了三四个月才成功。

到如今，朱明慧已经习惯
身上那套干练的职业套装，站
在洽谈室的投影机前，向客户
介绍产品时侃侃而谈。

“就像朱明慧一样，原来在
封闭的小型社会圈里，视野很
难开阔，现在能跟社会有更多
的接触，每个人都被改变了。”
梁永生说，可能很多人最初转
型不是心甘情愿，但当你有勇
气跨出第一步时，就会有更大
的力量，推着你跑起来。

对于梁永生而言，这三
年的改变或许比此前四十多
年都大。

他从横河煤矿的机电维
修工变成了邹城圣琪酵母公
司的安全生产部长，不仅学
会了用电子邮件自动办公，
还在46岁时考取了国家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48岁，一个大多数人的
人生已经被定型的年龄。尽
管梁永生最初属于被动调
岗，但他这三年非典型的转
型之路，却能给人以不同的
启发。

梁永生(左二)正在车间查看机器运转情况。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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