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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和幸福感得感和幸福感

我是莫桑比克加扎省赛赛地区的一名农民。

过去，我们全家以小麦和玉米种植为生，由于不懂

育苗及缺少农机设备，只能靠天吃饭，勉强维持生

计。自从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在我家门口落

地，我的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

2011 年项目落成不久，我便主动申请承包了

1 公顷土地，成为合作种植户。负责项目管理的

中铁二十局采取了“公司+小农户”的经营模式，

由公司负责土地开垦、沟渠清理、围堰修建等农田

开发工作，我们只需完成种植即可。在中非发展

基金投资支持下，公司还为我们提供了种子、化

肥、农药，并邀请中国农业专家向我们传授水稻种

植、农机操作等技术。庄稼丰收后，我们把粮食交

给公司进行仓储、加工和销售，无需为销路发愁。

这种合作模式大大减少了种植成本和风险，让我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保障。

如今，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我已经成为能够

独立操作机械、掌握科学种植方法的新型农民

了。所承包农田的平均产量也由每公顷 3 吨，提

升到了每公顷 7 吨甚至 9 吨。种植范围由大米逐

渐拓展到多种粮食及经济作物。不仅如此，在与

项目中方员工的交往中，我还学到了不少行政管

理的知识方法，公司让我兼任项目行政助理，负责

与当地政府沟通。

成为合作种植户的 10 年来，我家的收入翻了

几番，从芦苇和稻草搭建的简陋房屋搬进了崭新

的水泥房。稳定的收入来源让我的 5 个孩子有了

教育保障，现在，两个最大的孩子已大学毕业，另

外 3 个在中学读书。我还拿出一部分收入饲养了

20 多头牛和一群鸡鸭，并且购置了从前不敢奢望

的汽车和摩托车。

在家乡，和我一样受益于该项目的居民还有

很 多 。 现 在 ，赛 赛 地 区 的 合 作 种 植 户 有 500 余

名。公司举办了 10 余期插秧机、拖拉机、收割机

等农用机械培训班，培训了 100 多名本地农机司

机。每年，项目为我们提供约 600 个就业岗位，在

水稻收割季高峰时期，有 1000 多名当地员工在项

目上工作。大家或加入合作种植，或在中国公司

谋得职位，生活蒸蒸日上。

令我们更加自豪的是，项目生产的大米口感

好、品质高，在消费者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目前

公司已经在赛赛市开设两家直营店铺，同上百家

经销商、代理商合作，年销售大米约 1.1 万吨。在

项目入驻之前，我们更多依赖进口大米，如今，越

来越多的莫桑比克人都吃到了本国生产的新鲜大

米。我们的前总统格布扎在考察项目时，高兴地

将这里出产的大米命名为“好味道”。如今，“好味

道”已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品牌。

中国企业在帮助我们致富的同时，还做了很

多改善当地民生的事。项目刚投入建设时，公司

就在附近的农村建了两所小学，每年为学校提供

粮食，还帮助我们修建道路、修复灌水渠等。2019
年，强热带气旋给莫桑比克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

产损失。项目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 100 吨大米，

全力支持灾后援助。去年，疫情导致莫桑比克粮

食进口严重受阻，市场上成品大米价格上涨且运

输困难。项目方了解到我们的难处，将收储的水

稻加工为成品大米后，以成本价发放给我们，解了

燃眉之急。

感谢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我们的生活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我们能从中国学习借鉴

更多发展经验，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作者为莫桑比克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种

植户、行政助理，本报记者闫韫明采访整理）

我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何塞·吉尔达尔

我 出 生 在 赞 比 亚 一 个 贫 穷 家

庭，曾经吃不饱饭，上不起学，找工作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处处碰壁。作为

家里最大的孩子，我还要承担抚养

弟弟妹妹们的责任，生活捉襟见肘。

2017 年 12 月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我来到中国水电赞比亚下凯富

峡水电站项目设在凯富埃镇的招聘

中心。当时项目开办的培训学院正

在招聘第三期学员。我知道学知识

很重要，但我更想找一份可以养家

糊口的工作。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招聘中心的前台说他们不仅不收学

费，提供免费的住宿，而且每天还有

30 克瓦查（1 元人民币约合 2.5 克瓦

查）的助学金。我简直不敢相信，但

我想也许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通

过面试，我顺利进入项目开设的水

电培训学院，学习电工专业。每个

月 900 克瓦查的助学金，我留下饭

钱，剩下的全部寄回了家。

几个月的学习非常愉快，学校里

有专业的老师讲授理论知识，我们有

时间还可以到不远处正在建设的工地

参观学习。学校也经常邀请中国师傅

到学校给我们指导。毕业后，我留在

了下凯富峡水电站成为一名电工，第

一个月的工资就拿到了 3150克瓦查。

工地上的工作很忙，但我和培

训 学 院 的 老 师 一 直 保 持 着 联 系 。

2019 年 3 月的一天，正在工作的我被叫到办公室问道：

“培训学院准备选派成绩出色、工作勤奋的毕业生到中

国学习，你愿意去吗？”我当然愿意了！而且公司还提

供全额奖学金，每个月还有 1500 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同样被选中的还有其他 4 名同学，在学校的帮助

下我们的手续陆续办好。6 月底，项目部为我们举办

了欢送仪式。那天项目所在的奇坎卡塔区区长特雷

弗·卡扬达也来了，他感谢中国水电在人才培养和履行

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卓越贡献，并且嘱咐我们留学期

间要遵守学校纪律和中国法律，以优异成绩学成归来，

为赞比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就这样，我正式开启了为期一年的中国之旅。我在中

国学习的是电气自动化专业，学校为我们量身定制了课

程，除了专业课外，还有丰富多彩的汉语学习和文化体验，

我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也很喜欢用中文跟他们对话。

在中国的学习完成后，我回国和家人短暂相聚，继

续在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工作。这些年，项目建设为

当地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给凯富埃镇也带来

了新的商机，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裕。以前我是个普通

的电工，只能做些简单的小活儿，现在我是一名电气工

程师，不断的学习和积累让我在工作上找到了成就感。

技能提高的同时，我的工资也翻了几倍，生活发生

了彻底的变化，家里添置了沙发和电视，女儿穿上了漂

亮的裙子，我的手机也从按键手机换成了崭新的华为

……我非常感恩，生活正越变越好。

结束在中国的学习后，我回培训学院看望了校长，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笑并且充满热情。从他那里我得

知，在我离开的这一年，培训学院已经正式进入赞比亚

国民教育体系，学院不仅能够颁发赞比亚全国通用的

毕业证书，还开设了“电焊班”“汽修班”。我又了解了

其他同学的近况，他骄傲地说大部分人留在了下凯富

峡水电站工作，还有人攒了钱回去继续考大学，有人靠

自己的手艺开了电焊作坊，有人跳槽去了离家近的公

司，还有人被公司派到刚果（金）、坦桑尼亚等国工作。

我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

（作者为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电气工程师，本报

记者邹松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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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木尔坦是巴基斯坦的芒果之乡。每

年 7 月，这里芒果飘香，村里家家户户都忙得不可

开交。经过采摘和简单处理，新鲜优质的芒果被

装车运出，仅几个小时即可送达巴基斯坦各地，有

的甚至出口海外。

然而几年前，面对丰收的芒果，我们心里却并

不踏实。芒果从村里运到木尔坦城区，再到南方

的苏库尔等地进一步加工和销售，路上经常需要

耽搁几十个小时。特别是，道路颠簸，新鲜采摘的

果实常常损耗严重，我们感到很无奈。

2016 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

的团队来到木尔坦，开展道路勘测工作，为我们带

来了期盼多年的好消息——通往巴基斯坦南部的

PKM 苏木段公路将在不久后建成。该公路联通

木尔坦和苏库尔地区，是巴基斯坦南北公路动脉

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的一部分。道路贯通

后，行程只需要 4 小时，平坦畅通的路面为芒果运

输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修建公路之余，中国建筑团队还到村子里

同我们深入交流，了解村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长期以来，由于交通条件落后，村子与外界联系较

少，除了种植芒果，许多人缺乏现代职业技能，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村里的校舍也很简陋，孩子们

教育受限，很难走出村子。虽然大家一直在芒果

种植园努力工作，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令我们

倍感温暖的是，3 年时间里，中国建筑在推动 PKM
苏木段工程的同时，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长期存

在的困难。

公路项目有力带动了当地就业，提供了技能

培训机会。项目在建设期间直接雇用近 3 万名巴

方员工，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中方团队聘请专

家，从零开始教授我们工程管理、机械操作等各项

职业技能，让我们从靠天吃饭的农民转变为技术

工人和管理人才，收入大幅增加。

项目就地采购物资产品，促进了经济发展。

土方、石料、砖瓦、水泥、草皮、苗木，项目建设过程

中所需的很多物资都从公路沿线采购。中国建筑

团队还与当地企业合作，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材料

品质。在项目的带动下，很多当地建材企业获得

了快速成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的产品已经远

销巴基斯坦各地。

最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沿线修建的便民道

路 。 PKM 苏 木 段 全 长 392 公 里 ，建 设 过 程 中 在

沿线修建便道超过 800 公里。我们用新掌握的

技能把道路修到了村子，有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大家真心感觉生活有了变化。此外，中国企业

在公路沿线村庄修建了水井、水渠、桥梁，为孩

子们建造了 12 所学校，还派出医疗队为村民们

开展义诊，发放常备药品。从出行、教育，再到

医疗，中国企业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2019 年 12 月，PKM 苏木段正式移交通车，村

庄与外界的联系快捷顺畅了，我们的芒果运得更

快、卖得更好，村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项目结束

后，我和中国、巴基斯坦同事们一起，投入新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而努力。

（作者为中国建筑 PKM 苏木段工程巴基斯坦

员工，本报记者程是颉采访整理）

为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而努力
凯沙·阿巴斯

在阿根廷西北部胡胡伊省的安第斯山区，一

排排太阳能电池板错落有致地排列，形成巨大的

方阵。这里是由中国电建集团和上海电力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承建的高查瑞光伏电站。我从

2018 年项目建设之初便在这里工作，见证了光伏

电站从无到有、并网输电，成为南美地区装机容量

最大、海拔最高的光伏电站项目。

高查瑞地区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曾是阿

根廷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全年平均日照超过

2500 小时。胡胡伊省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充足

的日照资源可以转化为当地人的财富，但光伏项

目 建 设 需 要 充 足 的 资 金 和 完 善 的 基 础 设 施 保

障。在高查瑞地区，只有零星的村庄散落在大山

之间，没有医院、没有银行，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

公路，直到中国企业的到来才给这里带来了发展

的希望。

作为项目现场经理，我负责各工作团队和物

资的协调管理工作。施工过程中，中国同事的严

谨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为确保工程达到

环保要求，业主、监理、设计单位和技术顾问就各

个技术环节反复沟通、密切协作。随着项目进入

运营维护阶段，我又承担起电站监督检查工作。

在这段人生经历中，中国专家和我分享了许多项

目运营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

电站建设创造了大约 1500 个就业岗位，带动

了周边十几个村庄村民的就业。许多原本以售卖

工艺品和特色草药为生的农民，在经过培训后成

为固定桩基和电池板安装工人，每月收入约有

700 美元。项目建成后，一些参与了电站建设的

工人继续负责桩基检查和更换等，生活有了持续

的收入来源。

中国企业到来后，村子不仅完全通了电，还

修建了平坦的道路，建起了银行网点。原本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参与项目建设或者

成为司机，有的还开起了餐馆，人们的收入普遍

提高。

去年 9 月，阿根廷国家电力批发市场签发了

对胡胡伊省高查瑞一期、二期、三期共 300 兆瓦光

伏项目的商业运营授权，项目实现并网售电，年发

电量可满足 10 万户阿根廷家庭的用电需求。胡

胡伊省从此结束了从外省购电的历史，每年可获

得约 5000 万美元的发电收入，为省内旅游、矿产

等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高查瑞光伏电站的成功经验，让阿根廷政府

和人民看到了发展清洁能源的巨大前景。中国成

熟的硅提炼技术，为我们带来价格低廉的清洁能

源。一直以来，中国作为阿根廷清洁能源领域的

重要合作伙伴，为阿根廷改善能源结构、打造清洁

能源供应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持，有效推动了绿色

扶贫。我相信，阿中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密切

合作，将为阿根廷消除贫困、实现绿色发展带来更

多希望。

（作者为阿根廷高查瑞光伏电站项目现场经

理，本报记者姚明峰采访整理）

光伏电站有效推动绿色扶贫
罗兰多·哈维尔·坎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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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巴基斯坦 PKM 苏木段公路施工

过程中，中巴员工共同开展工程测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图②：吉夫特·卡潘达在赞比亚下凯富

峡水电站项目上工作。

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项目供图

图③：疫情防控期间，莫桑比克中非赛

赛农业合作项目以成本价向合作种植户发

放成品大米。

中非赛赛农业合作项目供图

图④：阿根廷胡胡伊省高查瑞 300 兆

瓦光伏发电项目。 新华社发

■大道不孤R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