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上午10：30，记者走进南

沙国际邮轮码头项目，看到工地上有

五台塔吊正在吊施工用的钢筋、木楞、

脚手管等施工原材料的设备，戴着安

全帽的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

到了其中一处的塔吊，此时，杨银锋正

在这个塔吊上作业。

“带上这个手套吧，塔吊比较多油

污。”工作人员提醒记者道。记者沿着

塔吊内部近乎垂直的爬梯，一层层往

上爬，由于塔吊正在作业，不停摇摆，

记者爬到 4 米高时，便觉得头有点晕

眩，手有点乏力，工作人员让记者停在

标准节休息平台休息一会再继续往上

爬。5分钟后，记者才爬上塔吊的驾驶

室外，见到了正在作业的杨银锋。

杨银锋是个90后，来自广西百色的

一个小村庄，个子不高，文文静静的，穿

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运动服饰，正专注地

用一双纤纤细手操纵着大型动臂塔吊

在工地上运转。“往左一公分”、“再往下

点”……对讲机不断传来地面塔吊指挥

的声音，杨银锋照着指挥，眼睛望着塔

吊铁臂，手不停地操作着挡位。

“我以前都是跟着老公做泥水，因

为个子小，做泥水太辛苦了。”杨银锋告

诉记者，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孩

子已经9岁，小的才2岁多，初中学历的

她迫于家庭生活的压力，跟随丈夫去工

地干活，“做泥水很不稳定，后来听说开

塔吊工资挺高的，就去学了。”

今年1月4日，杨银锋拿到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

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当塔吊

司机还是不容易的，当时有140多人参

加考试，最终才10多人拿到了证书。”

“终于等到你了，搞完就可以睡觉

了。”3月14日凌晨1:46，中建四局华南

公司承建的广州南沙国际邮轮码头项

目唯一一名女塔吊司机杨银锋坐在9米

高的塔吊驾驶室里，望着工地上刚到的

一批钢筋，在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一句

感叹！凌晨时分，城市的万家灯火逐渐

减弱，但项目工地上却灯火通明，钢筋

绑扎、混凝土浇筑、木材搬运等情景交

接，呈现了一片忙碌的样子。

塔式起重机又叫塔吊，是每个建

筑工地必备的起重设备。塔吊司机

是一个高危险和高强度的职业。如

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巾帼不让须眉，

也开始“挑战”塔吊司机这一行业，杨

银锋就是其中一位。

每次出工，杨银锋都要从底部爬

到顶部的驾驶室，在攀爬的同时，她还

要不断地检查各连接部位螺栓的紧固

情况，有松动的要及时拧紧加固，一切

检查完毕，她才可以进入驾驶室，这是

作业规程，更是保证自己和他人的人

身安全。

杨银锋每天上下班要爬塔吊楼梯

最少4次，如今，踩着大约20厘米宽的

长梯往上爬，不到半分钟，她就能到达

9米高的驾驶室。杨银锋每天的工作

都是坐在不足 2 平方米的驾驶室中，

控制着大型动臂塔吊，用吊钩移动重

物，来来回回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陪伴

她的只有一部对讲机。

记者发现，驾驶室里，还放着一瓶

矿泉水和一小包饼干。“上来了一般就

要下班才下去，备点零食以防临时加

班肚子饿。”杨银锋告诉记者，口渴的

时候也不敢像在地面工作那样尽情喝

水，因为上下一趟塔吊很耗体力，所以

上厕所不方便。

一天时间都是一个人在狭窄空间

里工作，孤单是一种莫大的考验。“工

作不忙时，我也会在对讲机里跟工友

们聊天。”这样的消遣方式，对于曾经

饱受工地之苦的杨银锋来说，也是一

种满足。

“我们出来工作，一般都是半年才

回家一次。”晚上下班，杨银锋会在宿

舍里跟老公视频，看看孩子，唠唠家

常。如今，杨银锋的老公也在学习开

塔吊。“我在这上班每个月可以拿到

7500元的工资，让老公也去考证，这样

两个人可以在一个工地工作，互相有

个照应。”杨银锋对未来充满憧憬。

当塔吊司机有多难？考试通过率才10%

“听说开塔吊工资挺高的，就去学了”

今年春节过后，杨银锋开始在网

上找工作，得知中建四局华南公司承

建的广州南沙国际邮轮码头项目需要

塔吊司机后，便来到广州面试，并凭借

优异的笔试成绩和专业的实践操作获

得了这份工作。

杨银锋告诉记者，塔吊由司机加

现场指挥两个人组成，司机是操作手，

铁臂往哪个方向摆动，吊钩上下移动

都是由司机在驾驶室里面操作。而现

场指挥一般情况下是站在地面上，工

地上的工人需要吊任何物体只要找现

场指挥就可以。“现场指挥是我们司机

的眼睛，是塔吊的双手。”杨银锋表示，

在高空中，司机根本看不见钢筋起吊

点的具体位置，可以说是盲吊，“我们

只能根据指挥在对讲机中的提示操

作，不敢有半点大意。”

位于港口的工地，有时风比较大，

驾驶室里也是不停地摇晃，人站在上面

那真是胆战心惊。对于第一次爬上位

于高空中的驾驶室，杨银锋也是记忆犹

新。“当时的操作室有十多层楼高，我花

了10分钟左右才爬上去。耳边是呼呼

的风声，吓得腿有点发软，但当时我很

冷静，既然选择了这行，就要克服种种

困难。”在一次次“历险”中，杨银锋的胆

量终于练了出来。“当时我的衣服也跟

你的一样，弄得一身脏。”杨银锋看着记

者满是污渍的衣服说道。

塔吊工作要求胆大心细

“第一次，爬了10分钟才到达空中驾驶室”

高空作业 孤单是一种莫大的考验

“上厕所不方便，不敢多喝水”

■杨银锋在驾驶室内 黄细英/摄

■杨银锋沿着塔吊内部近乎垂直的阶

梯往上爬 黄细英/摄

高空“开车”的女司机：
纤纤细手操纵大型塔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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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黄细英 通讯员 林健

新沙港公司新沙港公司
组织女职工春游活动组织女职工春游活动

本报讯 3月19-20日，广州港新沙港

务有限公司组织 156 名女职工分两批前

往珠海，游览圆明新园和港珠澳大桥美

景，近距离体验和感受新时代祖国的发展

和建设成就。

当日游览结束后，女职工们纷纷表

示，本次游览活动感触很深，收获也颇丰，

不仅学习了港珠澳大桥建设者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不惧艰难、勇于担当的工匠精

神，更激励着她们在新沙港的建设中不忘

初心，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务实奉献，在

粤港澳大湾区的各项建设中，要争做有为

女职工。

（郗建新 林文明）

“程班长，你们自制的支架可真管

用，有了它，不仅消除了二次污染，而且

存油都得到了回收，真是一举两得。”3月

14日，在广州石化仪控中心计量检定站，

计量班班员陆晓琰把刚使用完的标准压

力表放在了一个支架上，标准压力表弹

簧管内的存油被支架下面的托盘全部回

收。

这个支架是计量班班长程树全、“点

焊大王”李远忠、主任技师暴沛然联合制

作的。

计量班的标准压力表是检定工作压

力表的必备标准器具，需要按要求频繁

更换不同量程的标准压力表来检定仪

表，而更换下来的标准压力表弹簧管内

的存油容易滴落在工作台面上，不仅污

染环境，而且也浪费了作为标定介质的

变压汽油。

“能不能做个专用支架来放置标准压

力表，就像碗碟架子，下面再放个盘子接

滴落的存油？”在家吃饭时看见碗架，一

下触发了程树全的思维。

说干就干，程树全把构思与李远忠、

暴沛然一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不

错，之后的几天里，程树全、李远忠就忙着

量尺寸、画图纸、做样本；暴沛然对支架进

行切割、研磨等制作工序……几天后，一

个量身定制的支架就成型了。

专用支架使用后，标准压力表弹

簧管内的存油自然滴至支架下方的托

盘，既避免了二次污染，又回收了工作

介质。

“简单实用，安全环保。”班员们纷纷

点赞。

（黄敏清 钟晓优 何冰）

一个碗架引发广州石化职
工创新灵感

小支架大实用

特殊岗位上的特殊岗位上的““女人花女人花””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