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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湖南省唯一女性高级验船师

你自乘风破浪，她来保驾护航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唐天喜

端午节，你们的出行计划做好了吗？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省内游

成了很多人端午出行的首选。而简单又具特色的休
闲游，莫过于坐着游船水上观光，泛舟湘江、洞庭湖、
水府庙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但你知道吗？当你乘坐
游船“乘风破浪”时，背后少不了“验船师”的保
驾护航。

湘潭市地方海事局检科副科长刘俊清就是这样
一位“验船师”，从事验船工作 25 年的她是当下全
省唯一在职的女性高级验船师。去年，在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等主办的首届寻找“最美验船师”活动中，
她成为 10 位“最美验船师”之一，也是湖南唯一入
选者。今年，她被评为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6 月 1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湘潭市，
走近验船师的日常。

6 月 19 日，在位于湘江旁的湘潭县新昱船舶厂有限公司

造船现场，习习江风中，一名个子高挑、身着白色制服、英

姿飒爽的女子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来——她就是湘潭市

地方海事局检科副科长、主任验船师刘俊清。

今天，她需要对船舶厂内一艘正在建造的 5000 吨级货船

浙兴航 6 号进行阶段性检查。“从图纸设计开始，我们的验船

师就介入了，然后每一个阶段都要来检查，检查合格后才能

进行下一步的造船工作。”刘俊清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接过船东李冬明递过来的安全帽，记者和刘俊清准备登

船。因为船在岸上建造，斜靠船身约十米高的楼梯是上船检

查的唯一通道，乍一看不算高，但当越爬越高，透过楼梯看到

离地面越来越远时，还是有些心惊。刘俊清笑着说，这是她

从事验船师以来“最好的楼梯”了，“我以前还爬过垂直的绳梯，

风一吹，还会晃呢”！

行走在还有半个月就将完

工的船舶上，刘俊清一路轻声

介绍她这次需要检查的地方：

电缆线的大小、铺设的线路、电

气设备的安装。“船舶检验涉及

上千个环节，上万个要关注的

点，例如船体结构、动力装置、

电气设备、涂装、环保……一

个疏忽也许牵涉的就是一船人

的性命，因此我们必须细致。”

验船工作十分繁琐，在这一

行中，女性更是十分稀少。相比

今天的从容，47 岁的刘俊清当

年入行时，却完全不知验船师

的辛苦。

1995 年，刘俊清从湖南科

技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湘潭市地方海事局来学校招

聘验船师。刘俊清说，除了知道是“跟船打交道的”，更吸引

她的是那一身漂亮的制服。

但她没有想到，验船师的工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辛苦。

第一次到码头参与验船工作时，刘俊清就被眼前 10 米高

的直梯吓住了。要想上船，就得爬上这个梯子，对于轻微恐

高的刘俊清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刘俊清回忆，虽然

战战兢兢，她还是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我盯着船壁，看都

不敢往下看”。

虽然第一次上船就遇到了“下马威”，但刘俊清不好意思

提出换岗。原来，验船师分为船体、轮机、电气三个专业，

当时的湘潭市地方海事局缺的就是电气方面的验船师。“单位

特意把我招进来，我怎么能因为一点困难就撂挑子不干呢？”

就因为这样一个朴实的原因，刘俊清坚持了下来，转眼便

是 25 年。

验船师要对经手船舶
“终身负责”

“刘工特别认真负责！”说起刘俊清，

船东李冬明竖起了大拇指。浙兴航 6 号是

他的第一艘 5000 吨级货船，造价在 1800

万元左右。他是浙江台州人，因为湘潭造

船场地比较好，成本相对低廉，他在这

已经造了 9 年的船。

“现在，船舶的条件越来越好，船越

来越大，生活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与

此同时，我们的责任也变重了。”刘俊清说，

从业 25 年，船舶的整体检查标准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但船舶检验开始实行“终身

负责制”，验船师得对经自己手的船舶负

责到底，直到该船报废。

对于验船师而言，“终身负责制”是

悬在头顶的剑，谁都不敢马虎。船舶检验

的细致标准大概有几千页，以前不方便带

厚重的标准手册上船，刘俊清会事先了解

要验的船舶类型，去之前默默记下，现在，

她的手机存着最新的检验标准，可随时

调用对照。

近年来，刘俊清所在科室承担了“岳

阳武警囤船”“92 米散货船”“480 吨一

级油船”“700 吨集装箱船”“124TEU 集

装 箱 船”“200 吨、300 吨、400 吨 到 三

千吨的自卸货船”“5000 吨沿海货船”等

上百艘新建船舶的建造检验及部份船舶

的图纸审查工作。在“三无船舶”整治、

完善船舶证照、保证船图证一致、提高

营运船舶的检验率等工作中，湘潭市船舶

图纸技术资料完善率由 2014 年的 51% 提

高到 98%，检验率由原来的 55% 提高到

了 92%，拆解整治僵尸船趸船等 129 艘，

消除了无数安全隐患，大大降低了安全风

险，她所在的科室也成功创建省交通运输

厅“工人先锋号”荣誉。

作为全省唯一的在职女验船师，刘俊

清靠自己的踏实努力赢得了诸多荣誉：湘

潭市“芙蓉百岗明星”、湘潭市“巾帼建

功标兵”、湘潭市“专业技术骨干人才”、

湘潭市交通运输工作先进个人以及湖南省

“芙蓉百岗明星”和“湖南省三八红旗手”。

今年，她又获得了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标

兵”荣誉称号。

“验船师其实就是安全员，我的工作

可以保证船的质量，可以维护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虽然

辛苦，但我从不后悔。” 刘俊清说。

除了检验新船，刘俊清和同事们还要给船做年检。“就跟

车要做车检一样，船每年也得做船检。”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年检日期将至时，船东会提出相关申请，而这些船

有些停在安徽，有些在浙江沿海，甚至有的在海南，为了减

少船东的经济成本，她和同事们往往需要前往当地为船做年

检。“前不久我们才去了一趟浙江，刚下飞机就去看船，一刻

也没休息。”

在为船做年检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得及时解决。“有一

次，我们检查一艘船时，发现它的护舷材往上挪了100 毫米。”

加高 100 毫米，在普通人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实际上，

船东加高护舷材，有超载的嫌疑，航行时风险更大。“碰到

这种情况，我们会收回证书，报海事处罚，责令整改后再重

新检验。”

“毫米”是验船师工作的

计量单位，古人所说的“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对验船工

作来说也是如此。一块 9 毫米

的钢板相比一块 10 毫米的钢

板，安全隐患便大大增加。“除

此之外，设备更换、消防救生

设施是否齐全、环保设备、航

行信号、通导设备是否能正常

使用也是我们的检验范畴。”

说起验船的辛苦，刘俊清

语气平淡。“上午要验船，早

餐就得多吃点，因为可能要八

九个小时后才能吃上第二顿。”

她笑言，验船是个技术活，也

是 个体力活，要爬上爬下查

看舱室内部的情况，要检查

每一处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正在建造的新船到处都是灰尘

和油漆味，甲板上还有各种舱口、人孔，舱的深度至少两三米，

不小心掉下去也不是闹着玩的。新造船做试验一做就是一整

天，船上没有坐的地方，刘俊清就养成了验船前带上两张报

纸的习惯。以前验船，船上没有水喝，通常在码头上放一大

桶水，刚工作的她还常常忘了带水杯。

到了夏天，船舱内热得像烤箱，钢板温度超过 55 摄氏度，

穿着皮鞋都烫脚，打个鸡蛋都能熟。空间狭小、设备众多的

机舱温度常常超过 50 摄氏度，“桑拿”一蒸就是好几个小时，

有时甚至一整天；冬天，船舱又冷得像冰窖，裹着羽绒服都

能感觉到寒意，但刘俊清顾不上这些，依然一个个地方认真

地看、细细地摸，确保设备和零部件都是完好可用的。

日复一日地穿梭在黑暗狭小的空间内，刘俊清炼就了能够

“明察秋毫”的本领，任何偷工减料、敷衍了事都逃不过她的“火

眼金睛”。

因一身制服，她误打误撞入行 为船做年检，他们体验“冰火两重天”

在验船时，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细节都不会被刘俊清错过。

刘俊清身后的这艘 5000 吨货船，便是她近段时间重点检查的对象。

这简陋的
10 米悬梯
是上下船
的唯一通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