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

【人物档案】

许振超， 1950 年 1 月出生， 山东荣成人， 青岛前湾

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固机高级经理， 中华全国总工会

原副主席 （兼职）， 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7 年至 1974 年 ， 国营青岛第七棉纺织厂工人 ；

1974 年至 1984 年 ， 青岛港第二作业区机械四队工人 ；

1984 年至 1997 年， 在青岛港集装箱公司固机队， 先后担

任工人、 值班队长、 副队长、 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其间，

1989 年被评为最佳桥吊司机 ， 1991 年任桥吊队副队长 ，

1992 年任桥吊队队长。 2003 年至今， 任青岛前湾集装箱

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经理。 2005 年， 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 2018 年 12 月， 获 “改革先锋” 称号。

午时的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片繁忙。 以观景
平台为界， 平台以东两个泊位为全自动化作业 ，

不论是停泊船只卸货， 还是集装箱运输摆放 ，全
由机器人完成 ，自动化导引车 、全自动轨道吊等
机械设备，在空无一人的场地里自主运转。

平台以西为半自动化作业区域 ，红白相间的
桥吊 ，由近及远依次排开 ，大型运输车穿梭在集
装箱“森林”之中，高效有序。桥吊上，距离地面五
六十米处，有一白色房子———那是桥吊司机的驾
驶室，也是许振超干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从 1984 年被选为青岛港第一批桥吊司机 ，

许振超就立足本职 ，干一行 、爱一行 、精一行 ，自
学成才、苦练技术，练就了“一钩准”“一钩净”“无
声响操作 ”等绝活 ，先后八次刷新集装箱装卸世
界纪录，使“振超效率”享誉全球。

不仅如此，他还勇于创新 、敢于开拓 ，带领团
队积极开展科技攻关， 持续破解安全生产难题 ，

填补国际技术空白，为国家节约巨额成本 。 在工
作中 ，他创造出 “振超工作法 ”，为青岛港提速建
设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诞生于 1892 年 、历经 120 余载沧桑风雨 ，青
岛港如今全年进出港船舶逾 3 万艘次 ， 运输集装
箱数量超过 1900 万个标准箱 ， 与全球 1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 成为连
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之一。

作为青岛港繁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 许振超
说 ：“工人是港口的主人 ，而港口是国家的 ，我们每
个人与港口、与国家都是命运共同体。在我看来，工
匠精神就是尊重劳动、做好本职、兢兢业业，干就干
一流、争就争第一，为港口和国家的明天作贡献。 ”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三8
第 641 期 主编/叶志明
责任编辑/赵征南 视觉设计/李洁 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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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首要的是尊重劳动

采访期间 ，记者问许振超 ，自上

世纪 70 年代起， 他在青岛港干了 30

多年，跟各种吊车、轮船、集装箱打了

半辈子交道，何以如此长情？

许振超坦言：“咱当不了科学家，

但做个能工巧匠，还是没问题的。 而

且我从小就喜欢研究机械。 ”家里门

窗电灯坏了 ，小家电出故障等 ，以前

都是父亲出马。 等他长大了，由他全

权接手。

在青岛港开桥吊 ， 有一次桥吊

出了故障 ， 他楞是把桥吊车上 4000

多个接头全部拆开检查了一遍 ，用

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才发现故障点 ，

毅力惊人 。

1990 年 12 月 28 日，青岛港开表

彰大会上 ，3 名技师跟工程师一起上

台领奖，许振超是 3 名技师之一。 他

说 ：“那时候感觉真是好 ， 很有成就

感 ！ 走不了工程师的路 ，还能走技师

的路 。 ”他素来以 “知识改变命运 、技

多不压身 ” 的信条来鼓励自己多学

多做 。

言及去年以“践行‘工匠精神’的

优秀代表 ”获得 “改革先锋 ”称号 ，许

振超认真地说：“在我看来，工匠精神

不仅仅是工匠的事儿，也是全国劳动

者的事情。 劳动者自己得首先尊重劳

动，做好分内之事，不能自毁形象、亵

渎劳动。 您自己尊重劳动 、热爱工作

了 ， 别人自然也就尊重作为劳动者

的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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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许振超寄语：

“弘扬工匠精神 ，守

职而不废。 ”（除署名
外，均受访者供图）

许振超：能工巧匠守职而不废
本报记者 付鑫鑫

“太上老君”的徒儿，

不能让火烧着眉毛

许振超的家， 在青岛市区一幢 6

层高的单元楼里。采访当天，妻子许金

文正好去居委会办事， 开门的正是他

本人。

走进家门，深色地板已有些年头，

落座的沙发垫也被洗得分外柔软。 不

大的客厅摆着电视机、冰箱，较新的木

质茶几旁， 紧挨着一个自制的老旧木

桌，生活简朴可见一斑。

坐在沙发上，许振超忆起他的“从

前慢”。 1950 年，许振超出生，是家中

长子，从小就得学着织渔网、帮长辈缠

梭子。

上小学之后，许振超有两个梦想：

一是当飞行员，翱翔天际，因为报纸上

总说飞行员如何如何厉害； 二是当工

程师。幼年的许振超跟爸爸出门钓鱼，

看父亲用自己做的轮滑卷渔线， 打心

眼里佩服父亲的手艺。

1964 年，许振超考上了青岛市最

好的中学———青岛二中。其中一年，有

单位来选拔飞行员。最后一轮二选一，

许振超被淘汰下来，很是难过。 所幸，

他并没有心灰意冷。

1967 年底， 初中毕业的许振超，

因家庭生活困难， 进入国营青岛第七

棉纺织厂工作。那个年代，进棉纺织厂

当工人甚是光荣。

他进厂后第一份工作在动力科，

主要是推小车运煤、烧锅炉。 启蒙恩

师姜师傅告诉他 ：“咱们这可都是太

上老君的徒弟 ， 做事情讲究掌握火

候，千万不能让火烧着眉毛。 ”一天 24

吨煤 ，一个班来回跑 ，如何装煤最有

效 、运煤最省力 、烧煤同时保证生产

安全……不到半年，聪明好学的许振

超掌握了全部流程和所需技能，赢得

师傅夸赞。

1968 年， 棉纺织厂车间缺人，需

从动力科挑个能干的去帮忙， 小许被

挑走了。人家都替许振超高兴，可许振

超自己却觉得，烧锅炉是个技术活，换

作在车间里推纱，工作环境轻松，但整

日棉花毛缠得满头满脸，到处湿哒哒、

黏糊糊的，很不爽利。

“车间 100 多个女工，推纱的男工

没几个， 她们老笑话我成天耷拉着个

脸，跟小老头似的，不爱搭理人。”许振

超琢磨着，推纱太没技术含量，得学点

别的知识， 就主动向车间相熟的电工

讨教。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青岛港有个

工人想调进棉纺织厂， 许振超抓住机

会主动和他联系。那会儿，八大样板戏

流行全国，许振超梦想着，《海港》里的

码头才是干活的好地方。

1974 年 4 月，许振超离开国棉七

厂，进入青岛港第二作业区机械四队。

彼时的青岛港，装卸作业方式很落后，

体力劳动繁重，工作环境艰苦。

“当时我就想，难道码头工人就不

能摆脱这种出大力 、 流大汗的命运

吗？”许振超回忆说，渐渐地，青岛港进

口了一些现代化机械设备， 但由于工

人们不了解使用和维护技术， 设备经

常出故障， 有的设备用不到一年就坏

了，还有的酿成了事故。 “缺少知识误

人误事，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

这回，许振超的师傅又姓姜，因技

术一流、脾气古怪，人称“姜大怪”。 一

次出工，码头的皮带机电机需要换向，

原理很简单， 就是把三相电源线任意

两相互换。 许振超初来乍到， 哪里知

道， 而且姜师傅也没教过…… “姜大

怪” 冲着第二趟来到电机旁边的许振

超就是一顿数落：“这么大的个子，电

机换向、反转调相都不会？ ”

许振超暗下决心，发奋努力，凭着

以前掌握的电工基础知识，又去买书、

又在业余实践摸索， 很快对码头所用

的各式电器了如指掌。

又有一次， 一台先进的电磁吊不

知道怎么用着用着就坏在码头上，姜

师傅被请去修，许振超跟在旁边。姜师

傅认定是保险丝跳闸，然而，换了五六

盒保险丝，机器还是没有半点反应。许

振超壮着胆子凑上前去看， 发现是整

流元器件烧了。 “姜大怪”乍一听不相

信， 后来见许振超掏出一个自制的万

用表，隐约觉得有戏。

待到许振超骑自行车采购新的整

流元器件换上， 电磁吊果然重新运作

起来。自此，不仅姜师傅对许振超另眼

相看，许振超自己也越发坚定了“知识

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感蹭蹭地往上

涨，去上班都哼小调了。

首创“无声响操作”，

打破多次世界纪录

伴随着青岛港码头的升级换代，

电工许振超被抽调出来， 学习如何操

作 10 吨重的门式吊车。第三个师傅还

是姓姜，老姜是队里技术最好的司机。

这位姜师傅很有耐心， 手把手地教许

振超如何操控门机。不到 7 天，许振超

就能独立作业了。

“姜还是老的辣”，老姜操控门机，

干净利索， 垂下的钢丝绳承重或不承

重，都能稳如直柱，指哪打哪；到了许

振超手里， 钩头稳不住， 钢丝绳直打

转。许振超心里不是滋味，凌晨 2 点作

业结束以后， 仍坚持在车上练习到天

亮。日复一日，勤加练习，半年后，他的

钢丝绳走起来也是一条线，一钩吊起，

稳稳落下，不多不少，一点不漏正好装

进车皮。 这手“一钩准”“一钩净”的绝

活，很快就被大家传开了。

1984 年，青岛港成立了集装箱公

司， 许振超等人想开桥吊，“咱不能老

开小吊车，什么大开什么”。是年，许振

超从青岛前往上海培训 3 个月。

桥吊被称为码头上的“空军”。 当

不了航空飞行员，码头上的“飞行员”

对许振超也有极大的吸引力。 桥吊的

说明书是英文，他以前学的是俄文，怎

么办？他买来英汉电子小词典，一个单

词一个单词地翻译，把说明书、电路图

摸了个滚瓜烂熟。

青岛有句俗话： 狼上房子， 错勤

快！ “我就喜欢去学一些新技术。 别人

修东西，我去看，回来自己捣鼓，后来

就考上了电工证。 技多不压身！ ”许振

超告诉记者。

1987 年 ， 青岛港的桥吊正式投

产，4 个桥吊司机分两班倒，一班干 12

小时，许振超是其中的一员。青岛港新

闻中心新闻公关部主任刘春修介绍，

桥吊司机是个辛苦活， 从早上 8 点干

到晚上 8 点， 白班一天三顿都在桥吊

上吃饭，“他们基本上一天都不敢喝几

口水，因为喝水多容易去洗手间，遇上

码头卸货、装货，太浪费时间！”在四五

十米高的驾驶室， 桥吊司机一直要俯

看岸边轮船的泊位， 计算从轮船到运

输车之间的距离，还需“穿针引线”扣

好集装箱上起吊用的锁孔， 保证不能

“脱靶”———集装箱的锁孔仅一块香皂大

小。 从 15 至 20 层的高楼往下， 在一个

12 米长 、2.4 米宽 、2.4 米高的标准集装

箱上，精准定位 4 个香皂大小的锁孔，长

期下来，眼睛受累不说，脊椎一直 90 度

弯曲也受不了。

对于这些旁人眼中的辛苦， 许振超

不以为意。他想的更多的是，集装箱吊起

来怎么走、怎么放，大伙一开始都干得比

较随意。有的时候，心情好，手脚轻快，轻

轻碰一下就放好了； 有的时候， 野蛮操

作，集装箱连车带司机都给吊高十几米，

一看不对又赶快放下， 强烈的震动把拖

车司机手臂震麻不说， 连牙齿都震得咯

咯响。

“你知道 ，人家叫我们桥吊司机什

么吗？ ‘铁匠’‘拆船的’！ ”许振超笑着

说，其实，别人起的绰号也没错，那么重

的集装箱碰一起可不得有声响嘛！ 转念

一想 ，能不能搞劳动竞赛 ，让大家做到

稳起 、稳行 、稳落 ，文明生产 、无声响作

业呢？

许振超曾做过统计， 桥吊故障中有

60%是吊具故障， 吊具容易坏主要是与

集装箱碰撞造成的。为减少桥吊故障，势

必要对集装箱“轻拿轻放”。 有的工人提

出异议，横竖都是摆集装箱，轻拿轻放耽

误进度、少拿工钱。 对此，许振超以身作

则，自己先练习，通过控制小车水平运行

速度和吊具垂直升降之间的角度， 在起

落点之间，钩走弧线，跳出了优美的“空

中芭蕾”，不仅稳准轻，而且动作连贯、一

气呵成、行云流水。 很快，“无声响操作”

成了许振超的又一项拿手绝活， 更成为

青岛港的独创。

“无声响操作”实现后，熟能生巧，生

产效率随之提高。 2003 年 4 月 27 日夜，

许振超带领桥吊队的工友们， 仅用 6 小

时 15 分钟，就完成了“地中海法米娅”轮

3400 个标准箱的装卸，创出了每小时单

机效率 70.3 自然箱和单船效率 339 自

然箱的世界纪录。此后五年，许振超带领

桥吊队， 先后八次打破集装箱装卸世界

纪录，使“振超效率”享誉全球。

精心钻研 4 年，

画出两尺多厚图纸

在第一次破纪录的过程中 ， 有个

细节， 许振超记忆犹新 。 4 月 27 日晚

上 ， 作业的 8 台桥吊中有一个桥吊出

了 2 分钟故障 。 “如果当年 ， 这个桥

吊故障长达 15 分钟， 那我们就甭想破

纪录了。” 他说。

又有一次，队里的一台桥吊控制系

统发生故障 ， 请外国厂家的工程师来

修。 专家干了 12 天， 一下子挣走几万

元。这件事深深刺痛了许振超。他想，如

果自己会修，这笔钱不就省了吗？ 然而，

桥吊构造复杂 ，涉及电力拖动 、自动控

制等 6 门学科，就是学起重机械专业的

大学生至少也得两三年才能处理一般

性故障。 许振超刻苦钻研，终于发现，所

有的技术难点都集中在一块控制系统

电路板上，而这正是外国厂家全力保护

的尖端技术———不仅没有提供电路板

图纸，就连最基本的数据也没有。

许振超借来备用电路板， 一头扎进

去研究。一块书本大的模板，一面是密密

麻麻、层层叠叠的上千个电子元器件，另

一面是弯弯曲曲的印刷电路， 这样的模

板在桥吊上一共有 20 块。为了分辨细如

发丝、若隐若现的线路，许振超专门用玻

璃做了个支架，将模板放在玻璃上，下面

安上 100 瓦的灯泡， 通过强光使模板上

隐身的线路显现出来， 然后一笔一笔绘

制成图。 光分辨这 2000 多个焊点，已够

麻烦了， 要弄明白它们之间的连接更麻

烦。一个点前后左右有 4 条连线，4 变 8、

8 变 16、16 变 32……一条线路常常要测

试上百个电子元器件，累到头晕眼花，许

振超就从冰箱里取出冰块，敷一会儿，再

接着干，每晚坚持 3 个多小时。整整 4 年

后，许振超倒推出复杂密集的 12 块电路

模板，画了两尺多厚的电路图纸，终于攻

克了技术难点。

而他的研究成果后来成为桥吊司

机技术手册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岛港集

装箱桥吊排障的“利器”。 一次，一台桥

吊上的一块小信号转换板坏了，许振超

花 8 元钱买回一个运算放大器就把问

题解决了。 换在以前， 换一块板得花 3

万元！

后来，许振超的维修技术出了名，公

司奖励给他一台传呼机， 许振超的传呼

机一天 24 小时都开机， 只要桥吊有故

障，随叫随到、随到随修。即便如此，许振

超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目标———“15 分钟

排障”。 他解剖每一个运行单元，不断探

索，手到“病”除。

现今，桥吊队从接到故障信息，到主

管工程师到场排除，已缩短至 15 分钟以

内。“现代化大生产说到底最需要团队协

作。仅凭我一个人，就是一身铁又能打几

颗钉。 ” 许振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从不

藏着掖着，对工友、后辈向来倾囊相授。

采访前一天， 许振超还到职业技术

学院上课，传授经验。他说：“再先进的机

械设备，离开了人，就是一堆废铜烂铁。

以前的师傅教我们‘四懂三会’（懂原理、

构造、用途、性能，会操作、维护、排除故

障），还有‘十字’保养守则（紧固、润滑、

防腐、清洁、调整）。 这些都是宝贵的财

富，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

年近古稀，许振超离开了一线，仍然

心系青岛港。今年 3 月，他作为人大代表

参加全国两会， 提议国家从立法层面实

现外籍船舶国内捎带业务， 提升中国港

口的国际竞争力。 “很多世界大港，国际

集装箱的中转量可能要占到总吞吐量的

30%以上，而我们国家目前不足 10%，甚

至更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的航运

条例， 不允许外籍船舶在中国国内运输

时捎带国内航线业务， 即不准国际集装

箱捎带。

许振超表示， 这一条例起初是保护

国内运输市场、保护国内集装箱箱量。然

而近 20 年过去了， 整个国际海运市场、

运输装备、 港口以及港口能力都发生了

巨大变化， 因此， 迫切需要法律层面支

持，提高青岛港、上海港、宁波港等国内

港口的国际集装箱中转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