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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车上作“文章”的青年“老司机”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李山松/摄

莽莽矿山， 采场深处， 一台
台大型矿用汽车竞相驰骋， 以特
有的节拍为 “铁山” 劲舞高歌。
在距地面两人高的驾驶室中， 矿
车司机们用方向盘打出欢愉的节
奏， 让这些满载矿岩的庞然大物
充满生命的气息。 马正龙， 便是
其中的一名工人 “乐手”。 2017
年， 首钢矿业公司举办了贯穿全
年的职工技能精英赛， 在矿车司
机组竞赛中， 年仅29岁的马正龙
一举夺魁， 被评为 “青年工匠”。

“门外汉”问成“老司机”

皮肤黝黑、 老实憨厚的马正
龙2011年8月入厂，和同年入厂的
其他青工相比， 他学东西似乎总
是慢一拍。 看别人已掌握操作要
领，自己却还一头雾水，马正龙胖
乎乎的脸急成了“红苹果”。

为追赶他人， 马正龙总是手
拿一个小本子， 遇到不懂的通通
记下再去请教师傅或老司机。 刚
开始独立上岗，对铲老是对不准，
不是远了，就是近了，情急之时准
度更差， 马正龙嘴上也长满了火
泡。 不甘人后的他干脆用 “笨办
法”，根据作业过程中遇到的电铲
所处的不同位置、 上车时的不同
方向，分门别类，在小本子上画出

好几种对铲方式， 就每种情况分
别向师傅和老司机请教， 掌握了
正向、反向对车时的技巧，并多加
练习， 不久后他的操作手法竟颇
有些老师傅的影子了。

“想 要 拉 矿 多 ， 车 况 就 要
好。” 矿车司机都知道。 什么位
置装料最佳 ， 怎样把车装平稳
……细心的马正龙总结了诸多操
作经验， 同时又努力掌握修车技
能， 修理工人处理矿车故障， 他

都注意留心观察， 不懂就问。 在
机长班锻炼期间， 从设备备件认
知到工作原理再到一般故障处
理， 马正龙从一个 “门外汉” 逐
渐成长为两台85吨矿车的使用、
维修、 管理负责人。

他的发明为工友避险

除担负两辆矿车的使管修工
作， 保证机组按月完成经营生产

任务外， 马正龙把绝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消除车辆设计短板、 提升
车辆技术状况等课题攻关上。 85
吨矿车水箱所在位置部件繁多、
空间狭窄， 虽然有防滑板和简单
护栏， 但司机在添加冷却水和日
常维护时，还是会经常磕手碰脚，
且容易造成“返水现象”，导致人
员烫伤。马正龙多次观察，提出改
装85吨矿车水箱， 并积极组织实
施。经过试验，改装完毕的85吨矿
车再也没有出现水箱循环不畅、
返水等问题， 不仅方便了司机日
常维护，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
还延长了发动机使用寿命。

针对85吨矿车无法实时观测
发动机冷却液充足与否、 易出现
因低水位运行造成发动机磨损的
现实问题，马正龙对比130吨矿车
部件的构造、形状、位置，进行系
统的分析。 “我决定采用将低水位
感应塞镶嵌在膨胀水箱上的方式
进行改造。这样一来，低水位报警
器发出信号， 传输给驾驶室内的
报警接收装置， 水箱液位下降到
一定高度时， 传感器采集到数据
信号，由蜂鸣器发出警报，实现自
动报警， 就能提醒岗位司机在第
一时间停机， 避免发动机因缺水
运行造成设备机损故障， 同时保
证了司机安全驾驶。 ”

学无止境的“工人秀才”

2017年， 职工技能精英赛还
没开始， 马正龙就开始利用业余
时间学习矿车理论知识， 向车间
专业员请教设备和技术参数等相
关问题。 有的时候学起来， 旁边
的人和他说话都听不到， 就像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 “工人秀才”。
“‘人争第一、 事创一流’， 这是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既然比赛，
就算不奔着第一去， 也要通过这
个机会真的长本事。” 马正龙说。

哪怕是在比赛期间， 马正龙
一直在旁边观察其他选手的操作
手法，取长补短。 轮到自己上场，
冷静的他启动、环境确认、倒库、
上车、定点停车一气呵成。

每次实操比赛结束， 马正龙
总会与几位机长一起， 帮忙打扫
场地。 “我不仅是参赛选手， 还
是工作人员。 辛苦的是这些幕后
工作人员 ， 比赛用车的检查维
护、 场地的布置， 他们都要做，
我帮着干应该的。” 马正龙说。

作为矿车司机高级工， 功夫
用在平时的马正龙已是公司水厂
铁矿汽运作业区的矿车机长。 新
的一年， 他又定下目标：“再提高
一个层次，争取达到技师水平。 ”

广告

———记首钢矿业公司水厂铁矿汽运作业区矿车机长马正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