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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从心里喜欢，你就能干好！”

平平凡凡电电焊焊工工，，用用火火花花照照亮亮人人生生路路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为养家糊口干电焊工
没想到一干就是20年

齐鲁晚报记者在工地见到
付恩亮的时候，他正带着徒弟
焊接钢管。他身材不是很高，给
人的整体感觉偏瘦，戴着防护
面具。一时很难看清面具后面
的脸，隐约听到他在嘱咐着什
么。关掉电源后，他对齐鲁晚报
记者说：“我刚刚是告诉你要离
着电源远点，千万别看这些火
花，小心伤眼睛。”

付恩亮说，之前自己吃过
“火花”的亏。他刚学习电焊工
的时候，有一次看着师傅正在
焊接一件新物品，就想赶紧学
学，忘了戴面具就看起来，结果
晚上眼睛就出现了看东西模糊
的现象，休息了两三天才缓过
来。“干我们这行其实挺危险，
除了烧着烫着之外，眼睛最容
易受伤了，很多人因为对眼睛
不好干几年就不干了，像我干
这么久的人很少。”付恩亮如是
说道。

付恩亮说自己干电焊一干
就是20年，当时从建筑工地转
行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养家糊
口。初中毕业之后，付恩亮就在
建筑工地上做壮工，靠推车搬
砖每天收入28元，后来结婚了，

发现钱不够用，就开始向“高薪
资”的电焊工转变。付恩亮说：

“成家了得养活老婆孩子，靠搬
砖不行了，就改行了，没想到竟
然一辈子都吃这碗饭了。”

每天收入150元以上
落下一身职业病

不论是20年前，还是现在，
电焊工都是高薪职业。付恩亮
说，拿现在的薪资情况来讲，在
外地工作，每天至少200元，在
商河县城打点零工，每天也得
150元左右。“按照收入来说，做
电焊工确实不错，一个月四五
千，但是可能会落下一身病，综
合性价比不是很高，所以很多
人都不干这行了。”

之所以认为“性价比”不高，
主要是觉得干久了职业病太多。
他解释道，长时间从事电焊，对
人的腰背、呼吸道、眼睛影响都
特别大。现在付恩亮就特别担心
自己患上感冒，别人感冒吃三五
天药就没事，他一感冒呼吸道就
难受，一两周缓不过劲来。付恩
亮无奈地说：“焊接时，很多金属
废屑会随着空气进入呼吸道，干
久了之后，一感冒就觉得憋得难
受，吃药好得也慢，我的很多同
行都这样。”

付恩亮说，周围很少有人
从事电焊能超过20年，多半是
怕身体吃不消。随着年龄的增

长，应付起高强度的工作，他也
感觉有点吃力，这成了他回家
工作的主要原因。“现在再和人
家小青年比速度是不行了，老
了，好在我们这帮老家伙还有
经验，什么物件一看就知道该
咋干，这是他们年轻人比不了
的。”

带徒方知老师恩
打心眼里爱上电焊

从去年开始，付恩亮开始自
己带徒弟。小张是他在工地上新
收的徒弟，在徒弟眼中“老师很
严格，但是心很好”。付恩亮会带
着小张焊接，给他讲解技术，教
他焊接方法。在所有的流程中，
付恩亮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安

全”。“干这行比较危险，如果学
成了至少干三五年，如果不注意
说不定就会有啥意外，干这行伤
到手、伤到眼的大有人在。”

自己带徒弟了，付恩亮也
渐渐地了解了当年老师带他的
心情。付恩亮学徒的时候，第一
周就是单纯戴着面具看老师焊
接，看久了之后老师开始手把
手教。当初最让他难以接受的
是，有时候自己焊接太差，能把
老师气得摔掉家伙什就走。付
恩亮说：“当时年轻，自尊心强，
受不了这个气，现在想想老师
真是着急啊，教了半天不会，能
不急嘛。”

干了20多年，付恩亮有时
也想过转行。当时他正在工厂
里焊接压力容器罐，对焊接质

量要求特别严格，工作强度也
大。据他描述，夏天外面三四十
度，钻进容器内焊接，环境温度
能达到六七十度，只靠一个排
气扇在出口通风，摘掉面具汗
就能流下来，时间久了甚至有
窒息的感觉。“费心劳力焊好，
还不一定审核通过，有的甚至
三五遍，拆了重焊，当时真想撂
挑子不干了，但是想想还是没
舍得。”付恩亮笑着说。

付恩亮已经数不清自己焊
接了多少物件，总之每焊接一
个新产品，他都和第一次焊接
成品一样激动。他常说：“一堆
废铁和钢管在你手里成了一件
新物件，是件多么有成就感的
事情啊。再脏再累的活，只要你
从心里喜欢就能干好。”

补锅、锉刀、磨剪子、修钢笔……

这这些些““古古老老””的的职职业业，，你你还还记记得得几几个个？？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整理

1 .补锅

以前是街道手工作坊的一
门职业，在村口或者是大集上，
补锅者旁边总围着一堆人。有
专门补铁锅的，补搪瓷器皿的，
补铝锅水壶的，技术、火候各不
相同。已经罢工的铁锅水壶在
补锅匠手中，重现焕发生机。如
今各种高压锅、电饭锅、电水壶
进入大家的生活，锅坏了就买
个新的，补锅匠也渐渐失业了。

2 .剃头

剃头匠，俗称“待招”，俗语
讲剃头挑子一头热。走街过巷
的剃头匠都挑一副沉重的担
子，有火炉、铁锅、竹椅、理发刀

具、镜子以及自己吃饭的锅碗
瓢盆和米面等，如果再有张席
子，完全可以进行野外度假了。
进村之后，剃头匠开始吆喝起
来，村里人拿钱理个发。除此之
外，睡落枕的脖子，寒食瘀积的
腰背，剃头匠三招五式，也都能
手到病除。如今，大家都习惯了
去理发店做头发，挑着挑子行
走的人也只能在影视资料中看
看了。

3 .修钢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需
要手写的事情越来越少，曾
经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的钢笔
也就被大家遗忘了。在五六
十年代，修笔师傅那可是红
人。修笔师傅把坏了的钢笔
小心夹在一个模具当中，用
喷灯熔化一根金丝，再用一

根针挑起一点，蘸到笔尖上，
待冷却了，用细砂纸轻轻磨
试一番，一支书写流利的好
钢笔就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但随着这类金笔的逐渐稀少
以至绝迹，修钢笔也变成了
专 门 更 换 配 件 的 简 单 工 作
了。由于现在钢笔品种实在
太多，配件配到笔上也不是
很协调，这档营生几近绝迹
了，在商河想要找个修钢笔
的，难！

4 .锉刀、磨剪子

小时候，在老街深巷“嚓、
嚓、嚓”的声音能传出去很远，
还能听见一声声吆喝“磨剪子
嘞戗菜刀”。记得小时候，听到
这个声音，村里的妇女们就开
始出动了，大家排队锉刀。如今
针线活少了，剪子很少用，各式

各样的菜刀摆满厨房，大家也
不再等着锉刀师傅来磨了。在
商河县城内，豪门又一城门口
有时能看到一位老人磨菜刀，
但是顾客不是很多，老人磨刀
的价格也不便宜，大家总觉得
有磨菜刀的钱还不如再重新买
一把新的实惠。

5 .弹棉花

弹棉花是一种老手艺了，
在城市里已经不多见，但是不
少商河人都对“弹棉花”有着清
晰的记忆。随着一声声弦响、一
片片花飞，最后把一堆棉花压
成一条整整齐齐的被褥。听上
了岁数的人讲，那时候弹棉花
的工匠们走街串巷，生意很是
红火。如今，村里嫁娶的“十铺
十盖”变成了“够用就行”，弹棉
花的生意也就少了。

再过几天，劳动者将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
从事着平凡且又有意义的工作。不论是蓝领的技术工人，还是白领的办公室人员，大家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着。也许您不了解他们的工作，但提起他们的职业，又是那么熟
悉和不可或缺。编者按

提起电焊工人，大家想到的是噼里啪啦的火星四溅和戴着防
护面具全副武装的工人师傅。您可能不会了解，面对近距离的热
源,电光和火花闪耀着双眼,也灼伤了皮肤，干久了身体就落下了不
少毛病。44岁的付恩亮早已习惯了电焊工的生活，他觉得这辈子离
不了这行了。

临近五一，各行各业劳动者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当大家感叹IT、微商等一个个新兴行业正
逐步兴起的同时，一些古老的传统职业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补锅、锉刀、磨剪子、修钢笔……曾经
红火的职业，如今物是人非，那些传统职业，你还记得几个？

付恩亮在工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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