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工转接到5G通信
——受访者：转接员陈友红

“喂，请转一下分机”“好，稍等，马上给您转接
过去”……在20世纪90年代程控电话大规模应
用之前，1989年陈友红进厂成为长平机械厂一名
总机转分机话务员，一直工作到1994年。今年
51岁的她对自己曾经从事过5年如今已消失的职
业仍记忆犹新。当时她所在的厂里有100多个分
机号码，参加工作不到3个月，就将小电话本上的
分机号码和对应的办公室背得滚瓜烂熟，这是对
电话转接员最基本的要求。

当时总机每打进一个电话，她和同事们就要
根据自己的记忆准确地把电话线接头准确地插
入分机号码对应的小孔内，“有时一天要接几百
个电话，完成准确转接就离不自己的背功了。”

当然，转接员的工作再娴熟，人工始终是人
工，“特别是同时有好几个电话同时打进来时，
就特别容易占线。”

除了转接电话，陈友红和同事还兼职翻译电
报。“我们接收到的是一串串电码，每4个阿拉伯
数字就代表一个字，根据电码本，找出对应汉字，
就可以译出电报电文，再转给收电报的人。”因为
电报的价格要根据字数多少来计算，所以发电报
人对内容都会非常精简，比如家里父亲突发重大
疾病，需要通知远在外地的子女回老家，就用“父
病危，速归”这样极简短几个汉字。

“因为搞转接的任务越来越少，特别是
1994年前后，一天也转不了几个电话，当时心
里还是有一些失落。但是看到通信技术越来越
发达，有许多人工岗位都会被取代，心里也就释
然了。”

陈友红经历了职业消失，也见证了通信工具
迭代升级。转岗第二年的1995年，她花2000多
元为家里安装了座机电话。1998年之后，她先
后用过诺基亚、VIVO、华为、苹果等手机，平时
喜欢通过微信语音与亲友联络。从“总机转分
机”到座机的普及，从“大哥大”再到5G手机，陈
友红感慨地说，“有时和同事、亲友视频聊天，不
仅有声音，还有图像，和30多年前相比，真的是
天翻地覆，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盛，让老百姓的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从“捅条”到遥控
——受访者：炉前工李选彬

铁水滚滚，钢花四溅。钢铁广泛用于建筑、
公路、桥梁等设施，夯实了共和国发展之基。重
钢退休工人李选彬于1978年—2015年一直在
炼铁厂从事炉前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见证
了炉前工人工作环境的巨大变化，“我觉得是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机械化程度低，全靠体力；第
二个阶段，部分机械化，还是要用许多人力；现
在的炉前工仍然存在，但是有遥控机械设备和
远程监控，显得轻松多了。”

高炉中的铁水温度高达1600℃，从炉口往
炉内看，烈火熊熊，矿石粉、焦炭在烈焰中沸腾起
舞……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李选彬顶替父亲
进厂前，炉前工的工作环境用“热辣滚烫”来形容
一点也不夸张。工人距离炉口只有三五米远，

“我们要在炉内搅动，用的一根叫捅条的长铁棍，
重量有二三十斤，我刚进厂的时候，要两三个人

抬着捅条操作，上岗的时候要戴着厚厚的劳保手
套，为了防烫伤，手套都是用两副套成一个厚的
来弄，非常笨重。”

在刚刚参加工作时，李选彬和工友的皮肤经
常被飞溅的铁水滴烫伤，有些火星从护目镜上落
下来，最容易钻进手套缝隙烫伤手，一烫一个
泡。“一般要一个多星期才能恢复，这种小伤对于
炉前工来说是家常便饭。”即使退休9年后，李选
彬的眼圈仍然有一圈黑印痕，这也是37年炉前
工作带给他的“肌肉记忆”。

2009年，重钢环保搬迁到长寿，作为炉前工
人，李选彬见证了这一对于重庆工业转型的历史
时刻，炼铁设备的升级让劳动环境大大改观——
一个班组原来要10多个人，现在只要五六个人
一班；原来出一炉铁水只有四五十吨，现在炼一
炉铁水可达400吨以上，效率提升了好几倍。

设备的改进，让地面上飞溅的铁水滴也减
少了很多，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炉前工岗位仍
在，重庆钢铁炼铁事业部炉前作业区副作业长
杜子源说，如今工人胸前挂上遥控器后，通过遥
控操作炉前的机械设备，就能替代以前要靠几
个工人拿着捅条放铁水的工作量。现在炼铁厂
有了更多的传感设施，让高炉的运行状况实时
显示在大屏上，班长可以对其精准调控，生产力
水平大大提升。

从传统工法到扫描式探伤
——受访者：机车探伤工梁加乙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火车载着共和国梦想
奔驰不息。机车俗称火车头，火车跑得快，全靠
车头带，机车在拉动列车时，没有像汽车那样的
差速器，用的都是硬功夫，轮对的钢筋铁骨也会
疲劳受损，产生一些裂纹。机车探伤工就像医
生，对机车轮对“望闻问切”，决不能让机车带伤
上路。

在重庆西机务段内，梁加乙是一名有着8
年工龄的老师傅，她从学校毕业后分配来这
里。该机务段内以内燃机车居多，这些机车是
各大码头、铁路支线、货车的调度机车，不用跑
长途。平均一天有多台机车停靠在待检轨道
上，等待起吊、拆卸，将轮子和齿轮从轴上拆下
来后，进行无损探伤。

师傅带徒弟是车间的传统方式，梁加乙的
师傅检测过蒸汽机车的轮对，所用方法是传统
的磁粉探伤，探伤工先对轮子进行冲洗除锈，然
后撒上磁粉，再用一块马蹄状的磁铁在轮对表
面轻轻移动。如果轮子内部或表面有裂纹，这
些磁粉就会沿着裂纹密集分布。

梁加乙学过这种传统的工法，不过，现在她
用的是轮齿湿法磁粉探伤机，只要她轻点按键，
机器内部就会喷洒液体，给钢轮洗澡。当探伤
工再次按键后，轮子在机器内部就会轻轻旋转，
此时，一条绿色的细光柱轻轻扫过轮子，就会快
速检查出轮子内部是否有裂纹，并会在屏幕上
出现伤情提示。梁加乙说，现在自己一个人操
作一台探伤机，劳动强度非常小，检测效率也大
大提升了。

重庆西机务段检测的主要是内燃机车轮
对，现在有了湿法磁粉探伤机的大量使用，带来
了整个铁路系统无损探伤生产效率的提升，满
足全国铁路网络的安全平稳运行，为人们的安
全快捷出行保驾护航。

画外音

各行各业不断
适应时代需求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不仅经济体量实
现了跃升，社会分工
也 随 之 改 变 。 75 年
来，“工、农、兵、学、
商”为主的单一职业
体系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1999 年，我国第
一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分类大典》将
中国职业归为 8 个大
类、66 个中类、413 个
小 类 、1838 个 细 类
（职业）。此后 20 多
年，取消了 800 余个
职业,新增了600 余个
职业。新的职业体系
在细化与新生中逐步
重构，像无人机飞手、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
火锅调料师、数据分
析师等，都在推陈出
新，改善着人们的生
活品质。

“职业变迁映衬
时代进步。”重庆行政
学 院 副 教 授 伏 虎 认
为，随着国家的持续
繁荣和新质生产力的
不断释放，新一代的
劳动者将拥有更多机
会通过学习适应新技
术。对于普通人的工
作而言，都充满了科
技感，就连普通的环
卫工人，他们也需要
通 过 手 持 式 移 动 终
端，实施精准作业从
而提升劳动效率。国
家发展追求高质量，
这就要求各行各业，
适应时代需求。目前
重庆全市技能人才总
量超过536万人，其中
高技能人才达 170 万
人，占比居西部第一，
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代通信的演进一代通信的演进 从发电报到打视频从发电报到打视频
职业体系在细化与新生中逐步重构，劳动效率得到极致提升

陈友红 李选彬 梁加乙

新中国成立以
来，职业在时代进
程中不断发生更
迭，电话总机转接
分机前那些戴着耳
机动作娴熟的话务
员工作场景，现在
只能在影视作品中
寻 找“ 踪 迹 ”了
……在75周年的
岁月长河中，不少
职业工作内容在
不断变化优化，让
劳动强度降低，特
别是智能化时代的
到来，让新质生产
力成为主流，催生
职业变迁。

职业变迁故
事很多，实实在在
的 讲 述 最 动 人
——近日，重庆晨
报记者找到曾经
的总机电话转接
员、退休的钢铁厂
炉前工、重庆西机
务段机车轮对无
损探伤员，记录他
们所经历的职业
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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