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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先进的铁路从中国连
进了老挝

“你好！我现在正在老挝家中上网课，通
过测试后就可以去中老铁路进行实地培训
了。”12月7日，与记者远程连线时，佟朗激
动地介绍。他说的网课，是岗前培训的一部
分内容，包括劳动安全、接触网规则、电力
规则、工务规则等铁路相关知识。

对于即将进入中老铁路工务段从事维修
工作的佟朗而言，这些是必须掌握的知识。
记者问他学得怎么样，佟朗自信地说：“感
觉自己掌握得还不错，希望能早一点学以
致用。”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主要靠公
路、水运和航空运输。最近通车的中老铁路
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而老挝国内学校
并没有开设铁道工程的课程。

4 年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与老挝苏发
努冯大学开展国际教育合作，构建“一带一
路”铁路教育国际化新模式。自2018年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共招收3批
31名本科、硕士老挝留学生。佟朗正是“一
带一路 澜湄合作”中老铁路工程高等教育合
作项目首批9名学生之一。

去年11月，佟朗和同学们从上海返回老
挝，第一时间在中老铁路建设工程上展开毕
业实习。那时，中老铁路建设进入关键时
期，铺设轨道、放置桥梁梭头、设置公里路
标……老挝留学生们跟着中方带教师傅一
起，为中老铁路建设“添砖加瓦”。

从老挝历史名城琅勃拉邦，到中老边境
的磨丁站，佟朗跟着中铁二局铺轨队，一路
学习实践。“钢轨的运输、调度都是机器来操
作，人工主要是协助调整轨枕。”佟朗感慨，

“我之前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机械。参与了中老
铁路的建设，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

除了铺轨，佟朗还参与了树立标识的工
作，一直忙到今年11月。“有公里标、曲线
标、坡度标等，先是测量队测出里程，然后
告诉我们，我们就在一些点上放置相应的标
识。”佟朗说。

另一名留学生冯图领到的实习任务，
是完成万象至万象南段桥梁墩台基坑、垫
石的测量。他回忆说，实习期间，在上海
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派上了大用场。测量要
以最精准的数据来呈现，才能帮助施工队
搭建桥梁。

“我们虽然只是中老铁路上的小小的
‘螺丝钉’，但仍感到无比自豪。”冯图说。
同样进行了测量工作的凯发热情地说：“我
自己参与了测量，我知道中老铁路很安
全。请大家放心，欢迎大家来乘坐！”

中老铁路地处云南西南部和老挝北部山
区，铁路途径地区约70%属于山区，桥隧占
比高达87%以上，被称为一条“不是穿行在
洞中就是穿行在空中”的铁路。实习期间，
李磨跟着中铁五局的测量队深入山里，进行
路基测量。

“天天跟着师傅忙，跑测量，晚上十一二
点才回宿舍。”回忆起实习经历，李磨说，以
后老挝再造铁路，一定会用到这些测量技
术，他会把学到的技术再教给其他人。“我们
是幸运儿，第一批进入中老铁路工作，因此
实习阶段很忙，但是很充实。”

中老铁路通车后，同学们在社交媒体平
台转发了视频直播等各种形式的报道，一同
见证了这条友谊、科技、绿色、开放的跨国
铁路穿山越岭，见证老挝从“陆锁国”变为

“陆联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他们说：“在上
海的学习让我们赶上了中国的新时代，世界
最先进的铁路从中国连进老挝，也连进了我
们每个人的心里。”

努力成为“老挝詹天佑”

时光荏苒，回首几年来在中国的学习经
历，同学们心潮澎湃、记忆犹新。

2018 年 9 月，佟朗等 9 名老挝留学生从
万象到昆明转机，深夜12点终于到达上海，
见到了举着接机牌的老师们。乘车看过一路
美丽的都市夜色，他们抵达了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徐汇校区。

“老师给我们买水、铺床单，陪我们聊
天，非常亲切。我当时问，刚刚车子怎么好
像在空中行驶呢？老师告诉我这是上海的高
架桥。那时我还不是太明白，对上海充满了
好奇。”佟朗说，在老师和中国志愿者朋友的
帮助下，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渐渐地把上
海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他们坐着“复兴
号”高铁去了北京，参观了中国人自己修建
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和詹天佑纪念馆，也
登上了曾在课本里读到的万里长城。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国高铁的速度，
又快又稳，上海到北京，4 个多小时就到

了，我惊讶得说不出话，一路上都在透过窗
户看外面的风景。”苏宋告诉记者，“都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在老挝的时候，我曾经
想过，会不会自己有一天也能实地感受。真
到了长城，尤其是看到中国造的第一条铁
路，非常震撼。”

第一次坐高铁，这趟旅程在老挝留学生
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站在长城上，他们
眼里有了光：要当“老挝詹天佑”，学好知识
为老挝铁路建设作贡献。

“他们承担着实现老挝铁路人才从无到有
的使命。”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轨道交通学院
铁道工程系主任李培刚看来，虽然这些孩子
说不出“使命感、责任感”这样的词汇，但
却用自己的行动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使命。

李培刚说，中老教育水平存在差距，老
挝学生来到中国要学汉语，这对他们是语言
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双重考验。比如，要想吃
透一个复杂的工科概念，首先要把中文译成
老挝语，然后再去理解，最后再用中文作
答。“老挝学生们非常用功，拼命读书，从不
逃课。到了期末考试，老挝同学的一些专业
科目成绩一点不比中国同学差。”

老挝留学生们的勤奋刻苦，也让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陈青长为之动容。

“校园里网络信号有时不稳定，疫情期
间，为了获取更好的网络质量，大冬天里，
两个老挝同学坐在宿舍外的阳台上共用一个
手机上网课。我看到那个场景，觉得非常感
人。学校食堂网络比较好，有的老挝同学就
在那坚持学习到食堂关门。”陈青长告诉记
者，老挝学生读书十分自觉，他们中的大部
分到中国半年后，就能用中文和老师同学们
正常交流，各学科的平均分也在同专业学生
里名列前茅。

除了学习铁路建设、运维知识，老挝留
学生们还被中国工程师攻坚克难、锻造精品
的工匠精神所感染。

老挝的首都是万象，而上海地铁博物馆
正好位于名叫“万象城”的商业中心。这份
美妙的巧合，让苏宋倍感亲切。在上海地铁
博物馆研学过程中，他领略到“豆腐里的
钢铁长城”是怎么炼成的。外国专家曾说
上海地质松软，不宜建隧道工程，但是

“上海地铁之父”刘建航院士带领团队攻克
技术难关，造就了世界上最忙碌的地下交
通管线之一。

“时刻把安全放在心里、扛在肩上、握在手
中、落在地上。”中国技术专家的箴言，让老挝
学生们受益匪浅。同学们都意识到，成为“老

挝詹天佑”不能只用嘴说，要用能力来实现。
对于这份难得的学习经历，老挝学生们

满是感激。在联名信里，他们说：我们欣喜
地发现，自己既是澜湄合作的受益者，也是
中老友谊的见证者。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
老挝青年，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到的知
识，特别是学校“爱科技（ASciT）”卓越工
程师的培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朋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在中国学习期间，老挝留学生们系统
掌握铁路专业知识，也开展各类研修实
践、参与多样文体活动，感知篆刻、陶瓷
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一场跨国的人才
培养，不仅为中老铁路输送了本土技术管
理人才和工程师，更培养了中老两国的

“民间友好使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留在上海

的老挝留学生们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那
时辅导员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去人多的地
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回宿舍后第一件事
是洗手。”佟朗说，辅导员会帮他们采购生活
用品或学习资料，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还送来口罩等防疫物资。

“吃米忆田恩，吃鱼念水情。”老挝留学
生自发组织起来，那时，他们有人在上海，
有人在老挝，大家在网上联系，自己拍摄、
剪辑，最终制作出一段6分钟的小视频，每
个老挝学生都用中文送出了“武汉加油”“上
海加油”“中国加油”等祝福。

去年10月，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举办的
“外国友人故事汇大赛”上，陈思深情朗诵朱
自清的散文《春》，并分享说，自己最正确的
一个决定就是留在上海与中国朋友一起应对
疫情。真挚的表达感动了评委和观众。

老挝留学生还与中国小伙伴们一起创立
了名为“中老铁路通”的微信公众号。苏宋
说，想通过网络平台向老挝人民普及铁路安
全知识，展示老挝的文化和风俗民情，也和
更多人分享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

苏宋将微信头像换成了他自己拍摄的中
老铁路湄公河特大桥的照片；凯发已经跟中
国带教老师学会了“不晓得”等四川方言；
佟朗告诉记者，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交到的
众多中国朋友，在中国体验的地铁、共享单
车、手机支付等，都让他十分怀念。

中老铁路及奔驰在上面的“澜沧号”列
车，不仅给这些老挝留学生们带来了喜欢的
工作，更承载了历久弥坚、历久弥新的中老
友谊，也是“一带一路”“硬联通”“软联
通”“心联通”的生动说明。

“朋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们越
来越忘不了、越来越舍不得中国这个第二故
乡……”联名信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拳拳感恩
之情。老挝留学生们说，他们既要当维护中
老铁路运营的工程师，也要当搭建中老友谊
之桥的工程师。

12月4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老铁
路工程国际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
将开展国际间科技合作，推进中国铁路技术

“走出去”、本土化标准体系建设、国际化应
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和培训等。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庆松说，中老铁路开通
后的运行维护是关键，需要大量的本土化高
级铁路技术人才，今后将聚焦重点、精雕细
琢，为老挝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才。

“ 中 国 有 一 句 话 叫 ‘ 人 逢 喜 事 精 神
爽’。盼望已久的中老铁路开通了，我和
我们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开心和振奋。老挝
人民盼望的幸福生活，随着这辆火车奔驰
而来！”第二批老挝留学生李东表示，他为
第一批毕业生骄傲，也希望毕业后能为中
老铁路服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3 日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老建交 60
周年暨中老友好年。60年来，中老关
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历久弥坚、历久弥新，关键在于
双方坚守共同理想，彼此信赖、守望
相助、命运与共。

习近平强调，中老都坚持共产党
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两国关系
的本质特征。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
境以及各自国内艰巨的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任务，中老要站在维护社

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政治和战略高度，
推动两党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持续构建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

双方要共同维护中老政治和制度
安全。中方愿与老方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老挝国家
建设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
助。双方要发挥好中老经济走廊合作

联委会综合协调作用，统筹推进中老
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中老铁路今天通车运行，老挝成为

“陆联国”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我们
不仅要实现“硬联通”，还要抓好“软
联通”，做好铁路后续运维和安全保
障，打造高质量、可持续、惠民生的

沿线经济带。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
目合作，提升中老能源互联互通水
平，加强农业、经济开发区、金融等
领域合作。

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中老
两党的共同宗旨，中老关系也要突出
人民至上，更多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中方将继续向老方提供新冠疫苗、抗

疫物资等支持，加强医疗、农村扶贫
合作，深化青年、文化、地方交流，
增进两国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
方愿同老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
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 摘 自
《习近平同老挝人
民革命党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
通伦举行视频会
晤》（2021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
报》刊发）

更多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本栏目主持人：叶 子

在上海学习铁路专业的第一批老挝留学生，已成为中老铁路工程技术人员，联名写信——

感谢中国 感谢“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叶 子

12月3日，连接昆明和万象、全线采用中
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老挝自此迈
入铁路运输时代。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2月3日下午在北京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通伦通过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中
老铁路通车仪式。习近平强调，几天前，我收

到几位曾在中国上海学习铁路专业的老挝留学
生写来的联名信。他们一致表示，要把在中国
学到的本领贡献给中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我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老友谊的未来在青年，
互联互通的根基在心心相通。中方愿为中老友
谊之路培育更多栋梁之才。

写联名信的学生，正是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021届老挝留学生毕业生佟朗、苏宋、帝佳、宋
小麦、凯发、妮娜、李磨、陈思、冯图9人。学成归
国后的他们，被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昆
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录用，成为老挝第一代本
科层次的铁道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说，是“一带
一路”倡议让他们能够在中国学习，有了宝贵机
会实现成为“老挝詹天佑”的闪耀梦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老挝留学生参加研学活动并在复兴号高铁列车上留影。 资料图片

老挝留学生在中老铁路研和铺架基地。 资料图片老挝留学生课间与老师讨论问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