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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技术驿站’，我得出份力”

2013 年，韩东起第一次在新闻中看到“一带一路”这个
词，当时的他完全没有想到，此后10年，这个崭新的概念将
为他的事业打开一片新天地。

“最初，我对‘一带一路’没有很深的理解，就感觉这个倡
议充满希望。”韩东起记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国
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世界经济持续低
迷。在海外打拼十余年的他隐约觉得，“一带一路”将是中国
为世界开出的一剂良方。

在塔吉克斯坦，韩东起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
广泛共鸣。一次，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一位副校长兴冲冲地和
韩东起聊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能
让塔吉克斯坦和其他沿线国家更好地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的国家之一。2014年，杜尚别2号热电厂一期工程竣工；2015
年，中塔工业园成立；2016年，“瓦赫达特—亚湾”铁路正式通
车……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一连串中塔合作项目在塔
吉克斯坦各地开花结果，这让有机会参与其中的韩东起对“一
带一路”有了更多具象化的认知。

韩东起在塔吉克斯坦从事工程建设多年，在当地拥有一
家建筑公司。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他带领公司施工

团队参与了杜尚别 2 号热电厂等多个项目的建设。工作之
余，团队中的当地工人时常同韩东起聊到生活里的变化：“因
为‘一带一路’，我们有了更多就业机会，不必再去其他国家务
工了”“‘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的新工作，不仅离家近，而且收
入高，能攒下钱给家里添置新家电了”……

渐渐地，韩东起有了一个愿望：“我想更直接、更深度地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为这项伟大的倡议贡献更多力量。”

2021年7月，中塔双方宣布，将在塔吉克斯坦建设中亚
地区首家鲁班工坊。

听闻消息，韩东起激动不已。之前，他曾听其他国家的侨
胞朋友提到过鲁班工坊，知道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广职业教育、
培养技术人才的项目，给所在国民众带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帮助。“塔吉克斯坦也将拥有一家鲁班工坊，这是一件大好事。
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技术驿站’，我得出份力！”韩东起说。

“鲁班工坊助力当地培养技术人才”

2022年3月，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与塔吉克
斯坦技术大学开始合作建设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

如何让这次跨越4000多公里的合作顺利开展？从为两所
高校牵线搭桥，到改建教学场馆，韩东起发挥自己熟悉当地
情况以及人脉较广的优势，几乎全程参与了鲁班工坊在塔吉
克斯坦落地的整个过程。

为了协助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找到理想的教
学场地，韩东起多次和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校方沟通协调选
址事宜，并实地拍摄视频传回中国。最终，塔方同意将一座
1000多平方米的室内体育馆改建为鲁班工坊的教学场馆。

最让韩东起骄傲的是，他带领团队加班加点，仅用 86
天就完成鲁班工坊教学场馆的改建、装修工程，比预期工期
缩短了半个月，赢得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校长达夫拉特佐达
的赞叹：“你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真正的
中国速度！”

“培养技术人才、增加就业机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当地政府和民众所期盼的，也是鲁班
工坊能助力实现的。”韩东起说。越来越多塔吉克斯坦人开始
了解鲁班工坊并期待这座“技术驿站”早日建成投运。

还在修建教学场馆时，一名参与施工的当地工程师就对
韩东起说，他想把弟弟送到鲁班工坊来学习工程测量技术。
这名工程师介绍，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山地国家，紧缺专业的
工程测量人才，“听说中国老师会带来旋转测量水平仪等先进
设备，并手把手地教学生。我弟弟如果能到鲁班工坊学习，将
来一定能找份好工作。”

2022 年 11 月，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正式启动运营，重
点培养当地急需的城市热能应用和工程测绘人才，目前主要
面向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授课。工坊启动运
营前，中方教师专门为所有塔方教师开展了 40 天培训，详
细讲解中国送去的各类先进设备使用方式和教学方法。

随着鲁班工坊启动运营，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相关专业
的招生数量显著上升。目前，已有300多名学生在鲁班工坊
培训、学习，其中50余人将在今年毕业。

“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

随着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步入教学正轨，韩东起开始忙
其他工作。但他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到鲁班工坊去转转。“我
时常见到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拿着测量测绘的仪器设备，在操
场上练习、讨论，学习劲头特别足。听说还有不少其他专业的
学生也总去旁听鲁班工坊的课程。”韩东起说。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的老师介绍，在鲁班工坊开设前，学
校使用的是过时的机械设备，很多都已损坏，教学效率很低。
中国带来的先进电子设备，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专业技能水
平，也让他们毕业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最近，韩东起有了一个新打算。他在西南部城市亚湾承
建的工程项目需要测绘地形图，正好可以邀请鲁班工坊的同
学们来实习，到项目一线“练练兵”。“我们团队里有专业的测
绘员，可以在实际操作中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成果。校方非常
支持这个想法，第一批实习生已经到岗了。”韩东起说。

在达夫拉特佐达看来，“鲁班”不只是一个名字，还意味着
精湛高超的技术技能、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和不断进取的创新
精神。作为中国古代杰出工匠，鲁班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
世界范围内也为人熟知。“如今，‘鲁班’走进杜尚别，‘鲁班精神’
在塔吉克斯坦传承。”达夫拉特佐达说。

自2016年第一家鲁班工坊在泰国成立以来，7年间，从
泰国大城府到英国伦敦，再到印度尼西亚波诺罗戈、柬埔寨
金边、巴基斯坦拉合尔、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鲁班
工坊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枝散叶。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
技术，从自动化到机器人，各地鲁班工坊因地制宜，根据当
地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培训项目，同各国分享中国职业教育
经验，也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工匠精神和友好情谊。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鲁班工坊为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提供
技能培训，为中国赢得朋友。

今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提到：“双方对在塔鲁班工坊
工作表示满意。”而今，在
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
土库曼斯坦的鲁班工坊正
在火热的建设筹备中。

“对我们海外侨胞来
说，能为鲁班工坊‘出海’中
亚贡献一份力量，让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造福更多
人，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
责任。”韩东起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十年耕耘，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由夯

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取得了
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10年来，遍布全球尤其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大侨胞，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
同发展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这十年，‘一带一路’上
的侨力量”系列报道，讲述海外侨胞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塔吉克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秘书长韩东起：

让中国工匠精神沿着“一带一路”传下去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内，一座簇
新的建筑是许多学生最爱去的地方，因
为在这里能够学到“中国技能”。入口处，
9个中文大字格外醒目——“塔吉克斯坦
鲁班工坊”。这是中亚地区首家鲁班工
坊，承载着新时代的中国工匠精神，也是
中国职业教育沿着“一带一路”走进中亚
的第一站。

说起这家鲁班工坊的建立，塔吉克斯
坦华人华侨联合会秘书长韩东起有许多
故事。在中亚闯荡多年，他曾将家电批发
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也成立建筑公司承接
过众多工程项目。但在韩东起心里，最有
成就感的事，莫过于为中亚首家鲁班工坊

“添砖加瓦”，助力中外人文交流。

【开栏的话】

“恨我金山困难返，念
盼三载唯梦幻，经历数番死
百般难，才闯出鬼门关……”
悠扬胡琴声中，颇具岭南风
情的唱腔让人耳目一新，一
段关于开平碉楼的故事由
此展开。

近日，新编粤剧《碉楼》
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古镇
侨 乡 国 际 旅 游 度 假 区 上
演。粤剧与碉楼，一个是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
世界文化遗产，两张世遗名
片“牵手”，让开平碉楼换上
文化“新装”，传递华侨华人
爱国爱乡深情。

经典创新

粤剧《碉楼》是著名粤剧
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担任艺术
顾问、广州粤剧院在2010年
创作排演的新编粤剧。该剧
以碉楼为载体，通过讲述广
东江门开平华侨司徒永堂的
家史以及司徒镇海与秋月的
爱情故事，再现早年江门华
侨异乡打拼的血泪辛酸和爱
恨情仇。2022年，在多方合
力推动下，粤剧《碉楼》启动
复排，并于近日在 2023 年

“中国侨都·红线女粤剧艺术
周”活动中与观众见面。

“新编粤剧《碉楼》舞台
选在开平赤坎古镇景区一
处古戏台。根据古戏台的
建筑特点，我们对剧本和表
演形式做了一定改动。比
如，在男女主人公举行婚礼
时，演员从古戏台走到观众
身边撒喜糖，在观众中间拜
天地。”广东省艺术研究所青年导演、本剧复排导
演吴烨华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为了保留粤剧
的原汁原味，从走步、唱腔、念白、咬字，到人物脸
部细节动作表演，我们都一点一点给演员们引导
纠正。经过1年多的排练，演员们进步很大。”

双遗荟萃

“我们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化创新，赋予粤剧文化新的时代力量，让世界在
江门读懂广东、认识中国，透过广东看到中华文
化的新气象。”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冀说。

开平现存碉楼1800多座，是广东五邑侨乡中
碉楼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碉楼原是早年华侨
为保护家眷和财产安全，集资建设的多层塔楼式
建筑。近年来，开平碉楼变身“网红打卡地”，成
为城市文旅体验的新名片。粤剧则被誉为“南国
红豆”，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江门粤剧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先后孕育了粤剧复兴
鼻祖邝新华、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粤剧名家
关德兴等。

“碉楼之下演《碉楼》，可以说是‘双遗荟萃’。”
开平市文化馆馆长罗顺飘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新
编粤剧《碉楼》就像一个窗口，让更多观众聆听开
平华侨华人艰苦打拼的历史故事，感受碉楼背后
的华侨华人爱国情怀。

传承文化

作为广东省文化繁荣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和
江门市文化强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新编粤剧

《碉楼》在广州首演后，回到江门、开平等地巡
演。未来，该剧将在开平赤坎古镇进行常态化演
出，“落户”开平。

“在碉楼所在地上演当地发生的历史故事，
更能增进观众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拉近人与建筑
的距离，也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碉楼》就像
一个‘时空隧道’，连接着华侨先辈和侨乡民众，
也贯通了碉楼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吴烨华说，

“相信会有更多青年人加入《碉楼》剧组，为这张
‘双遗名片’注入新鲜血液。”

罗顺飘说：“我们希望将《碉楼》打造为开平
的文化名片，让更多游客在开平不仅能看到实体
碉楼，也能欣赏粤剧《碉楼》，从而全方位感受碉
楼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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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一带一路”上的侨力量①

今年 4月，在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内，来自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吴正鹏 （左二）
向学生讲解测绘仪器使用方法。 奥斯帕诺夫摄 （新华社发）

今年是“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十周年，形式多样
的传承保护活动使侨批文化频频“出圈”，
新的“打开方式”也让侨批焕发新活力。

一纸侨批，两地相思。侨批见证了
老一辈海外侨胞艰辛创业的历程，承载
着他们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

“没想到在这里能看到父亲的侨
批。”近日，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三江出海
一纸还乡”侨批历史文化展上，泰国中华
总商会主席林楚钦感慨道，小时候，父亲
常带他到唐人街寄批，那时不管多艰难，
总要寄一笔钱回家。

近段时间，侨批在海外多国展出，
唤起了海外侨胞的乡愁。此次在泰国举
行的展览共展出侨批、“猪仔钱”等200多
件珍贵实物。展览筹备期间，当地华人
社团还征集了 200 余封回批赠送给广东
汕头侨批文物馆。自 5月起，“百年跨国
两地书”福建侨批展在马来西亚华人博
物馆展出，百余封弥足珍贵的侨批记录
了华侨华人“漂洋过海，过番谋生”的经

历，见证了他们为家乡发展作出的贡献。
当前，以侨批文化为题材的文艺作

品也不断涌现。通过戏曲、话剧、歌剧
等艺术形式，侨批背后鲜活的故事被重
新演绎，打动了无数观众。由福建厦门
歌仔戏研习中心创演的歌仔戏《侨批》今
年在全国多个城市开展巡演。主人公黄
日兴的扮演者庄海蓉表示，在演绎角色
的过程中被老一辈侨胞心系家国的情怀
打动，他们从未忘记兑现对家乡、对亲
人的承诺。

侨批雅致的外形和丰富的内涵也为
文创设计者提供了灵感，多个侨乡的文
博机构和文创企业推出以侨批为主题的
文创产品。在福建泉州一家文创企业的
线上商城里，7 月上新了与泉州侨批馆
联名推出的钥匙扣、笔记本等产品，别
出心裁地将侨批批封的图案融入产品设
计，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在广东江门，侨批与陶瓷艺术来了
一场“新式碰撞”。江门市工艺美术师郑
文贺经过 5 年摸索，将侨批活灵活现地

“复制”到陶瓷上，制成精巧的工艺品。
据郑文贺介绍，整套工序看似简单，实际
需要反复练习。接下来他会把釉下彩侨
批开发成文创礼品，推向文旅市场。

“随着时代发展，侨批已经退出人们
的生活，但侨批记录的历史、承载的情感
和蕴含的精神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财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
表示，当前侨批活化利用的形式不断推
陈出新，展览展示、文创产品、文艺作品
等走进百姓生活，今后还应探索更多方
式方法，让更多人读懂侨批。

在宁一看来，档案馆、博物馆等侨
批收藏机构应继续加大征集力度，对侨
批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应及时跟进，特
别是要做好对侨批文物的预防性保护，
有条件的机构应加快对侨批文物的数字
化扫描，建立侨批数字档案。另外，收
藏机构还应加大力量对侨批内容进行整
理、解读，挖掘具体而真实的史实素
材，把侨批故事讲得更加多元立体。

（据中新社电）

多种“打开方式”为侨批注入新活力
吴 侃

芙蓉李丰收啦！

眼下，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四堡镇的 2万余
亩芙蓉李陆续成熟，当地村民抢抓农时采摘、包
装，供应各地市场。近年来，四堡镇依托山地优
势，发展芙蓉李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图为近日，游客在四堡镇双泉村的果园采摘
芙蓉李。 周杨东摄（新华社发）

侨 乡 新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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