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日新觉得当工人或许是个不错的选

择，是 2008 年她刚考入青岛技师学校

时。校方从青岛港请了一位全国劳模来给新生

开讲座。劳模讲述的自己从一名装卸工一路成

长为技能大师的经历，让时年 19 岁的孙日新记

忆深刻。

如今，34岁的孙日新已是青岛港大港分公司

流机大队设备主管。15 年间，关于“当代中国需

要什么样的工人”的讨论在社会上一直持续着。

2017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印

发，上述问题有了答案：现在的中国需要一支

“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

的产业工人队伍。

2019 年，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落地，新成立

的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

口）拥有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港四大

港口和 12 个板块集团，总计 6 万名职工中，一线

产业工人占比 57.6%。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下简称“产

改”），是这个庞大的集团诞生后即面对的重要

课题。

18年后再晋升

从 2001 年到 2019 年，唐卫在高级技师的位

置上停留了 18年。

1991年，唐卫通过社会招聘成为青岛港的一

名机械装卸司机。因为好学肯干，他进步很快。

花了 10 年时间，只有高中学历的唐卫走完了从

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路。作为一名技术工人，这

意味着他的职业等级“封顶”了。

那时候，唐卫才 31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卫的困境在一线技

能人才群体中广泛存在。由于晋升通道单一、职

业等级天花板低，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技能人

才都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产改”前，为鼓励一线工人成长，青岛港采

取了诸如竞赛奖励、选拔符合条件的工人转入管

理岗位等举措。但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技能岗

位吸引力不足，部分技能人才安于现状、作用发

挥不够的问题。

打造产业工人队伍，畅通职业发展道路是关

键。一体化改革后，山东港口将构建覆盖全岗

位、全专业的职工发展规划这项工作提上了议

程。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和多次讨论、修改后，《山

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实施

细则（试行）》出台。

《细则》为集团员工确立了经营管理、专业技

术、操作技能三个职业发展通道，每个通道设置

6 个业务职级，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

钩，员工还可以跨通道晋升。

为使《细则》更具操作性，山东港口支持直属

单位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变通。比如烟台港制定

了“薪酬+荣誉”双叠加双激励机制；青岛港职工

中技术工人占比较大，该港口就在原有三个通道

之外增加了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技术工人”通

道，并根据各通道对应职工数量，设定了同一职

级各序列的人员比例。

2019 年，根据青岛港试行方案，唐卫晋升技

术工人序列三级职级。2022年，对应山东港口下

发的政策，他最终被聘任为操作技能序列第四职

级一级技师，工资待遇和山东港口高级主管相

当。与做高级技师时相比，唐卫每月收入多了

2000余元。

涨工资还不是让“老码头”唐卫最高兴的

事。按现有制度，未来他还可以争取晋升第三、

第二乃至第一职级。“‘天花板’高了，工作的动力

也更大了。”唐卫说。

年轻的孙日新“踩点”赶上了好时候。2018
年，她被评为高级技师，没多久就在新的职业发

展框架中又向前一步，获得操作技能序列五级

职级。

过去近 3 年，山东港口共有 1400 多位职工

通过新的发展通道获得晋升，其中专业技术序

列和操作技能序列占比分别为 36%、40%。在

日照港二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乃峰

用“奔走相告”来形容《细则》出台时身边同事

的反应。

在他看来，职业通道的建立相当于给员工

绘制了明晰的发展前景，“既然当工人能获得与

其他岗位同样的待遇，愿意留在一线的人自然

会增多”。

通往成长的路

从技师学校毕业后，学电气自动化的孙日新

进入青岛港当了一名机械维修工。维修工每天

要穿梭在庞大的机械车中与满是油污的扳手、螺

丝打交道，通常不是女孩子愿意干的活儿。

孙日新的不少同学选择了坐办公室的工

作。毕业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看着女同学做着

精致的指甲穿着漂亮的裙子，她不可避免地生出

了羡慕之情。

但孙日新一直记得 2008 年的那次讲座。那

位劳模名叫许振超，是在全国港口行业中都赫赫

有名的人物。到了青岛港，孙日新听到了更多许

振超的“传奇”事迹，比如他在仅有初中文凭又没

有可借鉴经验和旁人指导的情况下攻克桥吊控

制系统技术难点的事就被人一次次说起过。

在专业领域不断成长，是职业赋予人最重要

的价值之一。相比于许振超这样的前辈，孙日新

入行时，成长之路好走了许多。

从进入港口起，孙日新就有自己的师父。师

父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机械设备的线

路。那时候，她白天观摩师父维修，晚上把新了

解到的线路画在纸上，注明功能。

花了一个月时间，孙日新在一张长 1.2米宽 1
米的白纸上完整、准确地画下了一部机械设备的

线路图，总共有 400 多条。当时她并不知道师父

的用意，直到后来独立上岗了，她才明白这是在

训练自己的基本功。

现在，对公司里每一台机械车，孙日新脑子里

都有一幅线路图。当车辆出现故障，她能很快“调

出”图像指出相关线路的位置并拿出维修方案。

2019 年，孙日新也开始带徒弟了。画线路

图，是她的每个徒弟都要过的一关。

中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想方设法提升产业

工人整体技术水平是基础。在山东港口，情况也

是如此。

2022年 7月，山东港口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现场。除了参加比赛，青岛港轮驳公司“亚洲二

号”轮的驾驶员史蕾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观摩

来自不同港口选手的驾驶技法上。

按照大赛流程，史蕾此前经过了“亚洲二号”

轮、轮驳公司、青岛港三层选拔。在前期训练和

比赛中，他觉得自己无论是理论基础、实操技能

还是心理素质都有了明显提升。

然而到了集团层面的竞赛现场，这个 26 岁

的小伙子依然明显感受到自己和“老把式”之间

的差距。“无论是对拖轮的熟悉程度，还是对航行

过程中可能出现情况的判断、应对能力，他们都

比我出色。”史蕾大方地说，“在这里，学到东西比

拿到名次重要。”

也是在去年，专科毕业的史蕾通过青岛市总

工会的“求学圆梦行动”开始在大连海事学院学

习本科课程，白天上班，晚上上网课。他说身边

不少船员都报了名，“能提升学历又能学到实用

知识，一举两得”。

举办技能竞赛和支持员工求学，是山东港口

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水平的诸多举措中的两项。

“产改”后，山东港口制定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发挥职教集团

所属院校、“山东港口工匠学院”以及各类技能大

师站（室）、技能实训基地等资源优势，让尽可能

多的职工接受培训。

此外，包括许振超、皮进军、郭磊等多年来从

山东港口走出的技能大师继续发挥着楷模引领

作用。通过“振超工匠班”“连钢创新班”等培训

项目，山东港口培养了一批具有技术攻坚和创新

能力的高技能人才。

来自一线的创新

日照港东区煤炭码头，是日照港的发源地。

这个有着 37 年历史的老码头如今依然繁忙，52
岁的田振东对它情有独钟。

田振东 1989 年参加工作时，每天都有大量

从海上来的煤炭集中在码头，经过一道道装卸工

序后再运发到全国各地。

那时候，但凡是码头上的工人，上一天班后

都免不了身上沾满煤灰、嘴里吃到煤渣。田振东

是大型港机装卸设备电气维修工，机器出现故

障，他和同事就要穿着厚重的帆布连体服到现场

排查检修。夏天时，每次检修，田振东都感觉自

己是用煤炭粉洗了个澡。

“年轻职工已经很难想象当时艰苦的工作场

景。”田振东说，随着日照港新码头建设推进，智

能化数控操作程序取代了不少人工作业流程，

“白着出去黑着回来”的情景很少再出现了。而

在技术、设备改造创新过程中，一线产业工人起

到了重要作用。

从到日照港工作时起，田振东就喜欢琢磨小

革新、小改造。后来在公司的支持下，他先是进

入“课题攻关小组”，参与解决工作现场问题，接

着又组建了“技师工作站”。到 2013 年，以田振

东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了。目前，

这个工作室中的一线职工占据了绝对多数：39名

成员中，有 33名是技能人才。

2017 年，“产改”开始，同年日照港启动大宗

干散货智慧绿色示范港口建设项目。田振东劳模

创新工作室全程参与了新港口建设。去年底，示

范港口项目（一期）工艺流程及无人化改造重载调

试基本完成，50余台装卸设备和 50余公里皮带流

程基本实现无人化作业。

也是在这一年，田振东的工作室完成了“翻

车机自动摘钩关键技术及应用”课题攻关，用机

器人摘钩代替传统翻车机作业过程中的人工摘

钩，解决了人机交叉风险高、劳动强度大、作业环

境恶劣、摘钩效率稳定性差等一系列问题。

“产业工人参与创新的最直接收益，就是让

他们可以更体面、安全地工作。”田振东的父亲是

港口的老工人，作为“港二代”，他对一线有着深

厚的感情。

带来舒适工作环境的同时，职工创新也在企

业降本增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烟台港，成立于 2013 年的于新国创新工

作室一直致力于干散货码头智能化技术攻关工

作。“产改”推进后，烟台港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激

励职工创新创效，其中就包括加大对具有品牌

效 应 的 创 新 工 作 室 在 人 力 、资 金 上 的 投 入 。

2021 年，在山东港口的推荐下，于新国创新工作

室获批参与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智慧港口

科技示范工程，获得 378 万元资金用于进一步技

术攻关。

“产改”的对象是工人队伍，工人地位、素质

的提升则是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9年，由于新国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的干

散货码头智能化操作系统全面应用，综合接卸效

率提高 21.9%，散货装船综合效率提高 22.6%，火

车平均在港停时压缩 20.8%，每年可为企业节约

人工、运营成本 4000余万元。

青岛港全自动码头建设时，大量创新都出自

技能人员之手。烟台港建立原油管道立体化保

护系统时，参与项目人员中有 60%是一线职工。

据统计，三年间，山东港口涌现出“五小”创

新成果 7306 项，12 项成果在山东省职工创新创

效竞赛省级决赛中获得佳绩，取得技术改造、管

理和信息化升级等创新成果 400 余项，发明专利

99项。

一视同仁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港口行业进入快速发

展期，大量农民工进入码头谋生，山东莒南人徐

传江就是其中之一。

1992 年，19 岁的徐传江到日照港当起了装

卸工。在徐传江的记忆中，那时候企业的正式

职工和劳务工间区别很明显，“干同样的工作，

我们的收入只有正式职工的一半，也没有同等

的福利、补贴。”徐传江说，“就连工装的颜色都

不一样”。

身份的区别没有影响徐传江对工作的态度。

在码头上，看到装白糖的货袋常常

破损导致白糖漏出，他就在工装里

备上针线，先缝补，再装卸。装卸

工干活时，身上不是灰就是土，遇

到包装精致的货物，徐传江会专门

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再去搬运。时

间长了，不少货商都点名要他装卸

货物。

后来，徐传江当了装卸班班

长，又陆续获得了日照市五一劳

动奖章、山东省职业道德先进个

人等荣誉。可受限于当时的企业

制度，他始终是没有正式“身份”

的劳务人员。

徐传江的经历很具有代表

性。山东港口成立后的统计数据

显示，集团 6 万名职工中，劳务工

有两万人。与徐传江刚进日照港

时相比，近十年来港口农民工的待

遇已大幅提升，但由于合同签订主

体不同、用工管理体系不同，劳务

人员归属感不强，部分工种人员流

动率高的问题一直存在。

“目前，集团内劳务工的平均

年龄大约 41 岁，从节省成本的角

度看，完全可以让时间自然‘代

谢’这一群体。”山东港口人力资

源部相关负责人说，“但是，在各

大港口的建设中，农民工发挥了

重要作用，他们理应被‘产改’所

关注。”

2021 年，山东港口制定了选

拔部分优秀务工人员转为集团正

式员工专项方案，综合劳务工入港

工作时间、工作表现、技能等级等

条件，在集团内进行公开考选。

徐传江是第一批“转正”的劳

务工。后来在多个场合提起这件

事，他总是会重复两句话：“做梦

都没想到能成为国企的员工。我

结婚时都没这么高兴过。”

“一视同仁”的政策惠及的不

只是少部分最优秀的农民工。“产

改”推进后，山东港口的劳务人员

与正式员工全部执行统一的工

资、绩效标准，享有均等的职业晋

升和技能提升机会。过去三年，

通过培训、参赛，烟台港矿石公司

装载车司机逄晓涛就由一名普通

农民工成长为比武冠军，并成为

集团正式员工。

截至目前，山东港口已有上

千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正式

工，有 400 余名劳务工进入过集

团职业技能大赛决赛，30 余名农

民工参加“求学圆梦行动”提升学历。

徐传江“转正”了，曾经横亘在不同身份职工

间的鸿沟也正在缩小。码头上，劳务工与正式员

工统一了工装，每个班组都有候工区，里面配有

更衣间、活动室和创新工作室。为了减少工人路

途往返，集团还改善流程，直接把午饭配送到码

头。“大家开玩笑说上班就像走亲戚，接待标准很

高。”徐传江说。

看得到的未来

2020年，专科毕业的王宪彬进入青岛港大港

分公司，成为孙日新班组里的一员。和孙日新当

初受许振超鼓舞一样，港口里良好的工作氛围、

前辈们靠自己努力拼下的成绩与待遇，让这个出

生于 1999年的青年很受震动。

“工人重新拥有了老大哥地位”是“产改”推

进后越来越多山东港口职工的感受。“过去，工作

怎么干，大多是管理人员说了算。”田振东说，自

从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学了技术、有了创新思

维，再面对技术难关和课题时，“研究生请教老师

傅”已是常态。至于田振东自己，已经多次担任

集团技能大赛仲裁组成员。“仲裁组就是裁判的

裁判。”田振东特意做了解释。

在青岛港，唐卫和身边的同事发现一线工人

“露脸”的时候越来越多，机关大楼、港口车间都

挂着劳模工匠的照片，技能人才应邀授课与宣讲

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依靠产业工人，造福产业工人。这是山东港

口“产改”的根本目标。产业工人的成长转化为

企业效益的提升，效益提升又让职工有了更多获

得感。

三年时间，山东港口吞吐量连跨四个亿吨台

阶，突破 16 亿吨，集装箱量突破 3700 万标箱，增

幅连年超过全国沿海港口平均水平。在此基础

上，山东港口实现了整体人均工资增长 10%以上。

如今，田振东的女儿通过招聘进入青岛港工

作，这个家庭也由“港二代”升级为“港三代”。

2021年，徐传江的儿子从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后考入日照港做维修技工，成了父亲的同

事。“他说，从我的经历里看到了当工人的前景。”

徐传江表示。

同样的前景也在王宪彬的心中逐渐清晰。

入职近两年，他总是早来晚走，一门心思跟着孙

日新学技术，已经在集团的技能竞赛中崭露头

角。孙日新说，有一次她问起王宪彬的目标，他

的回答很明确：“做一名优秀的维修大拿。”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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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当工人当工人当工人的前景的前景的前景的前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嫱张嫱

在山东港口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流体装卸工
正在进行实操比赛。

田振东给青年员工讲解火车摘钩机器人的动作
原理。这项创新解决了人机交叉会产生的诸多问题。

山东港口日照港拥有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自动化改造后，门机司机只需
在控制室就能完成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