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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工作的李云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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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智 育 人 心 不 倦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

天 道 酬 勤 铸 不 凡天 道 酬 勤 铸 不 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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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皓珺

“我们每位港口工人都应该有‘不待扬鞭

自奋蹄’的精神，才能与时代同步，与时代共

进。”站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

上，去年刚获评“人民工匠”称号的山东港口

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

高级经理许振超说。不远处，正在作业的大

型自动化集装箱桥吊，正精确、高效地吊运来

自海内外的集装箱。

从业几十年，从“金牌工人”到“改革先

锋”，从“最美奋斗者”到“人民工匠”，许振超

的“前缀”越来越多，但唯有匠心不变。这位

只有初中文化的码头工人，干一行、爱一行、

精一行，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展现了港口工人

的卓越风采。

破解技术难题

许振超出生于山东荣成一个工人家庭，

1974 年 ，他 进 入 青 岛 港 当 码 头 工 人 。 1984

年，34 岁的许振超被选为青岛港第一批集装

箱桥吊司机。

从 踏 入 桥 吊 驾 驶 室 的 那 刻 起 ，许 振 超

就 有 了 一 个 远 大 的 想 法 ：“ 咱 当 不 了 科 学

家 ，但 可 以 做 个 能 工 巧 匠 ，同 样 无 愧 于 时

代。”正是这个质朴的信念，支撑他在平凡

的岗位上不断追求卓越。从初涉集装箱桥

吊操作的普通工人成长为行业领头人，他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精一

行”的深刻内涵。

回望刚刚成为桥吊司机的那一年，有一

次，唯一的桥吊出现故障停机了。由于当时

桥吊控制板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厂家手

里，企业只得高薪聘请外方专家来修理。

面对大家都没接触过的技术难题，许振

超选择迎难而上。他每天下班都会带着备用

的控制板，回家后一遍一遍拆卸、组装，仔细

观 察 学 习 控 制 板 的 内 部 构 造 并 尝 试 记 录

下来。

桥 吊 的 系 统 语 言 都 是 英 文 ，这 对 只 有

初中文化、没有学过英语的许振超来说，难

度可想而知。但许振超毫不气馁，买来英

汉词典，下班后就一边啃单词，一边研究电

路图。

为攻克难题，许振超反复试验，每一道工

序、每一步操作，都要问个为什么。前前后后

用了 4 年时间，他一共研究了 12 块模板，最终

根据实物电路板完成了整整两大摞完整详尽

的电路图。

凭着这股劲儿，他逐步掌握了各类桥吊

的技术参数和设备性能，成为修复精密部件

的行家里手。

不止于此，从业以来，许振超一直坚持自

学，家里与机械、电气有关的书籍、报刊等摆

满了书橱，仅高校教材就有 50 多本。他读过

的各类书籍有 2000 多册，写了近 80 万字的读

书笔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振超学出了名堂。

2006 年，他和团队在进行了两年的技术攻关

后，成功实施集装箱轮胎吊“油改电”技术改

造，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年节约生产成本

2000 万元，实现了大气污染零排放，在行业

内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其他港口和码头纷

纷效仿。

成就金牌工人

为 了 树 立 码 头 工 人 的 新 形 象 ，许 振 超

给 大 伙 儿 定 下 了“ 人 人 练 技 术 、人 人 有 绝

活”的规矩，自己也在岗位上当标杆、作表

率，练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声响操作等

基本功。

有 了 绝 活 就 敢 于 向 世 界 纪 录 叫 板 ，

2003 年 4 月 27 日，在“地中海法米娅”轮的

装卸作业中，许振超带领团队以每小时单

机效率 70.3 自然箱和单船效率 339 自然箱

的 成 绩 ，首 次 打 破 世 界 集 装 箱 装 卸 纪 录 。

此后的数十年里，许振超团队的脚步从没

有停歇。

执着追求，不断自我突破，许振超团队先

后 8 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使“振超效

率”成为港航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有一次，

一艘外轮认为装卸时间会很长，没做好离港

准备。结果出乎他们预料，我们很快装卸完

毕，通知他们可以离港时他们非常惊讶。”许

振超说，“码头工人必须想尽办法提高装卸作

业速度，这是我们的职责。”

自许振超大师技能工作室成立之后，许

振超更有了无限的奋斗激情，他带领团队围

绕码头安全生产需求，开展科技攻关，持续破

解安全生产难题。

过去，在集装箱被桥吊吊具抓起上船前，

必须把连接集装箱与拖车的锁解开，也就是

进行摘锁垫作业。这项工作需要码头工人站

在集装箱拖车旁边，为经过的车辆拆

装锁垫，3 米高、10 米长的拖车来回穿梭，工

人安全风险很高。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更显眼、更独立的锁

垫区域？这样拖车运行也更有序，摘锁垫的

工人们工作起来也更放心。”许振超说。

有了想法就立刻行动，许振超与几位同

事开始了头脑风暴：“首先要显眼，让拖车司

机一眼看得到。”“最好做个类似‘站点’的装

置，人、垫子筐都有更加规范的位置。”“兼顾

些遮风挡雨吧，夏天阳光那么强，大家都辛

苦。”工友们你一言我一语，构想出了隔离亭

的原型。

自主设计组装的隔离亭正式使用后，得

到了现场职工的一致好评，并在生产实际中

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作业位置、摆放模式，与拖

车定位、LED 提示器等多个环节共同构成了

集装箱智能操作系统的重要一环。

这仅仅是许振超带领团队精益求精、钻

研琢磨的一个缩影。如今，许振超已带领团

队申报 108 项国家专利，完成 998 项技术革新

项目，为提升港口装卸效率贡献了更多科技

力量。

培育能工巧匠

许振超不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标

杆、作表率，更致力于团队建设和技艺传承。

他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码头工人，不断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工人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蹤浩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如今已是

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操作三

大队机械队长的他，1995 年刚参加工作时，

就被分配到了许振超负责的团队里，当时的

岗位是轮胎吊操作工。

“那时，我就跟许队长保证，工作

绝对没问题，肯定能干好这个活

儿。但许队长当场就批评了我，他说没问题

就是最大的问题，安全问题要时刻铭记于

心。”蹤浩然说，这句话印刻在他的心里，直到

现在还很受用。他还将这一理念经常讲给团

队里的职工，并希望他们引以为戒。

蹤浩然回忆，在 2003 年团队第一次破纪

录之前，许振超带领他和其他成员反复练习

一些关键技术环节。当时他被安排在一个很

重要的岗位，许振超经常关心鼓励他。“许队

长当时经常叮嘱我一些关键的技术要领，还

嘱咐我不要紧张。”蹤浩然说。

“我常常告诫年轻学生，只有踏踏实实做

实事，立足于现实才能有所收获，否则一切都

如空中楼阁。”许振超说，他从港口最普通的

工人做起，在港口基层的磨炼，为他的成长积

累了丰富经验。

“ 从 肩 扛 手 抬 到 实 现 机 械 化 再 到 自 动

化，我见证了青岛港几十年的变化，这既离

不开国家的支持，也离不开码头工人的努

力。”许振超说，“我们要继续加大对技术工

人的培训投入，培养一专多能型人才，为建

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贡献力量。”

许 振 超 的 每 一 步 都

走 得 坚 实 而 有 力 。 他

用实际行动证明，无

论起点如何，只要

勇于追求、敢于创

新 、不 懈 奋 斗 ，就

能 在 平 凡 的 岗 位

上 创 造 出 非 凡 的

业绩。

“同学们，早上好！”一句简单的问候，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的党委书记李云红已经整整

说了 36 年。

1988 年，大学毕业的李云红进入石家庄市第

十二中学，成为一名初中政治老师。为上好每一

节课，她会将课堂上遇到的问题收集起来，回去后

反复推敲，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时，就向有经验的前

辈请教。那段时间，李云红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备

课、上课，同事们都说她“钻”到了书本里。

在李云红看来，老师不光要教书，还要会育

人，好的教育方式足以影响孩子一生。“中学生正

处在身心成长的重要时期，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

老师要读懂他们的内心，给予正确引导。”李云

红说。

2010 年，李云红调任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校

长。上任伊始，她就琢磨起培养学生快乐成长的

各种方法。

“诵读，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

它可以让读者在感知言语声音的同时，实现对文

本的感悟理解。但有的学生胆子小，不好意思在

班里大声朗读或唱歌，能不能开辟一个比较私密

的练习空间，既让学生能力得到提高，又让他们通

过练习增强自信。”想到这个办法后，李云红立即

着手安排，很快就在校区建好了一座座新颖别致

的朗读亭。

为了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动起来，李云红因

地制宜，在教学楼的第 6 层，整理出 1600 多平方米

的活动空间，便于学生进行课间锻炼；教室里配备

了微型图书馆；学校开设 50 多门选修课，设有 6 个

体育特长运动队，充分支持学生的兴趣爱好⋯⋯

为了提升校本课程质量，增设更多的趣味性

课程，李云红号召有特长的教职工积极申报课程

讲解。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李鑫会虽然不在教师

岗，却有着一手剪纸绝活，得知他有开设剪纸课的

想法后，李云红不仅全力支持，而且还推荐他去系

统地学习剪纸艺术。时至今日，李鑫会的剪纸课

仍是校园里排名靠前的人气课程。

李云红珍藏着一封学生母亲的亲笔信。这名

学生 3 岁时，因为罹患脑炎导致智力受损，平时性

格敏感内向，成绩不理想，和同学相处也不融洽。

李云红很快注意到这名学生的特殊情况，为帮助

他打开心结，重塑信心，李云红特地找到该班的班

主任和任课教师，请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这

名学生特殊关照，引导他参加集体活动。一年后，

这名学生的性格从最初入学时的内向敏感变得阳

光开朗，不仅融入集体生活，成绩也明显提升，考

取了省重点高中。

“我们利用放学后的一个半小时，设置各式各

样的特色校本课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主选择。”李云红介绍，这些课程的任课老师是

学校专门邀请的各领域专家。目前，学校已累计

开发 17 门校本必修课程、50 多门校本选修课程，多

维度提升学生素养，促进全面发展。

为更好发挥孩子们的特长，李云红还号召老

师和学生共同开展自选课题。例如，从 2020 年

开始，学校的语文老师会鼓励文字功底好、爱好

创作的学生集体创作小说。“同学们自选角度创

作，完成初稿后经老师指导修改汇编成册，最后

再交由出版社出版。”李云红说，目前，师生们已

出 版 3 本 小 说 集 ，收 纳 了 学 生 创 作 的 20 余 篇 小

说作品。

因工作成绩突出，李云红获得河北省特级教

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学校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李云红说，“教育

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智润心、立德

育人。”

职 业 网 络 主 播 数 量 已 达

1508 万人；“80 后”“90 后”占比

超过一半；近五成职业网络主

播每天开播⋯⋯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日前

联合短视频平台发布《网络主

播新职业发展报告》，多角度呈

现网络主播的画像，为公众认

知网络主播提供参考。

近年来，电商直播的快速

发展不仅带动了消费，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网

络主播呈现出职业化、专业化、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随着网

络主播的增多，其发布内容品

质良莠不齐、误导消费者等问

题，成为行业发展之困。网络

主播这个职业如何健康发展？

与时俱进，网络主播要提升

能力，满足大众需求。对网络主

播而言，只需一部手机便可以轻

松打开直播入口，但要在这条路

上走稳行远并不容易。面对镜

头侃侃而谈或许不难，但要聊得

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并不简单，这

对网络主播的职业素养和综合

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当

下广受好评的旅游主播，往往会

在展示各地风光的同时，动情讲

述当地人文故事，让观众既赏心

悦目又增长见识。为此，在积极

引导和扶持网络主播个性化发

展的同时，他们也需要深耕专业

赛道，积累经验，以增强竞争力。

制定标准，相关机构要完

善职业培养体系。目前各类院

校中与网络主播需求相匹配的

培养模式尚未形成。比如，一

些相关专业在校生虽然走入了直播基地进行实训，完成

考核要求，但在职业道德、操作规范等方面欠缺指导。相

关院校应兼顾专业课程、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培养。同时，

有关企业和机构也应积极承担起培养责任，为网络主播

职业化发展打下稳固基础。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聘

用专职主播的同时，鼓励青年编辑走进直播间，以专业的

文学知识分享带动图书销售。

向上向善，直播内容要传递正能量。纵观那些高质

量直播，其不单单追求传播量、曝光量，还在于信息的承

载量、价值的含金量。在直播行业内部，要建立并不断完

善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让处于发展期的新主播能

够通过正向内容获得正面反馈。同时，平台方应当积极

发挥引导作用，对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主播加以奖励，合

理引导和维护充满正能量的行业环境。

如今，网络主播已成为新职业，有明确的职业标准和

准入门槛，网络主播职业化的路径愈加清晰。相信随着

主播队伍日渐专业、从业者能力全面提升，越来越多人能

在直播中发挥所长，为受众创作优质内容，为行业打开广

阔空间。

许振超（中）和团队成员在现场研究传统集装箱桥吊的智

能化升级改造。 李明智摄（中经视觉）

许振超所在的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公司。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