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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工程

2021年底，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2035
年愿景》提出，中国与非洲国家共
同实施“能力建设工程”。该工程
相关计划包括为非洲援助新建或
升级10所学校、邀请1万名非洲高
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实施中
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开展“非洲
留学生就业直通车”活动等。

●鲁班工坊

中 国 与 非 洲 国 家 合 作 设 立
“鲁班工坊”，并鼓励在非中企为当
地提供不少于 80 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已在吉布提、埃及、
肯尼亚等 11个非洲国家设立了十
余所鲁班工坊，在推动中国职业
教育“走出去”的同时，为非洲青
年提供技术和职业培训机会，有
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

中国积极推动援非人力资源
开发合作，涉及官员研修研讨、技
术人员培训、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等
项目，涵盖公共管理、农业减贫、医
疗卫生、教育科研、文化体育、交通
运输等17个领域、100余个专业。

●职业院校合作

赞比亚的中赞职业技术学院
已举行超 50 期员工技能培训，培
训超 1000 人；中国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与卢旺达穆桑泽职业技术学
校合作建立穆桑泽国际学院，2017
年以来培训学生超 5000 人；中国
援布基纳法索职业培训中心技术
援助项目开展5年来，相关专业学
生就业薪资收入显著提高。

“授人以渔”，一批优秀的中国工程师走进非洲，开展技能培训——

“我和我的非洲徒弟们”
本报记者 汪文正

环球之声

“一带一路”
职教合作

非洲国家十分推崇一句中国
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这句话蕴含着中国式合作哲学。
冈比亚正在推动建立技术和职业
教育培训中心，希望在教育特别
是职业教育领域与中国加强合
作，为人民带来福祉。

——冈比亚高等教育、研究
与科技部部长皮埃尔·戈麦斯

像中航国际这样的中国国有
企业，在非洲持续资助开展职业
教育大赛，为非洲青年人创造了
就业机会，并使他们能够以自己
的力量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希望
这样的赛事能覆盖更多项目、惠
及更多非洲国家。

——肯尼亚教育部部长伊齐
基尔·马乔古

中国用自身发展助力非洲发
展，不仅“授人以鱼”提供不附加
任何政治条件的对非援助，更“授
人以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
技术交流。

——博茨瓦纳中国友好协会
执行主席南庚戌

鲁班工坊的设立为埃塞俄比
亚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
技术服务与人才支持，帮助学生
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并成为向埃
塞相关行业人员提供培训和研究
的机构。

——埃塞俄比亚技术大学校
长特沙勒

图①：雷彪指导学员操作机床。

图②：赵磊磊在非洲职业技能挑
战赛培训现场指导参赛选手。

图③：石玥在非洲职业技能挑战
赛注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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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中航国际加蓬职教项目利
伯维尔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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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十年，
“一带一路”风华正茂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
建设者，也需要传道授业者；需要
建工厂、立项目，也需要送技术、
促就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十
年间，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工程师走
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一边干
一边教，带动相关国家的劳动者成
长为熟练工人和工程师。近日，本
报记者采访了3位在“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授人以渔”的人，听他们讲
述和洋徒弟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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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彪：桃李遍非洲的中国“老师傅”

“非洲徒弟求知若渴的眼睛令人难忘”

1984年出生的雷彪，是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工
程师。不到 40 岁的他，在非洲徒弟们眼中，是一位教学经
验丰富、专业技术娴熟的“老师傅”。

2012年农历大年初五，29岁的雷彪从大雪纷飞的内蒙古
来到肯尼亚，参与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航国际）肯尼亚职教项目。

7个人的师资培训团队，有人教机械加工，有人教电工
电子，大家在万里之遥的非洲过了个特别的元宵节。

初到非洲，需要慢慢适应。十年前的肯尼亚，除了首都
内罗毕，各职业院校大多位于偏远落后的地区。“水土不
服，就吃从国内带来的挂面。有时还要半夜爬起来捉老
鼠。”雷彪回忆。

教学相长。让中国师傅充满干劲的，是非洲徒弟对艰苦
求学路的甘之如饴。

“能吃苦”是雷彪对洋徒弟的第一印象：晨光熹微，就齐
齐整整坐进课堂；实操车间里，一摸着机床就不愿离开；早
过了放学时间，才一个个走出校门、钻进夜色……“他们学
起东西来，就像永远吸不满水的海绵。”雷彪说。

对于入学阶段已经过优中选优、层层筛选的洋徒弟，雷
彪深知，他们将成为所在国相关技能培训领域的主力军。随
着教学深入，他们强烈的学习欲望令雷彪备受震撼：“我忘
不了课堂上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

最让雷彪难忘的，是一群来自科特迪瓦的学生。刚接触
法语区学生，中国老师不会法语，教学又涉及大量的专业术
语，语言障碍让老师们犯难。

徒弟们这边，语言障碍却仿佛不存在。语言沟通费事，
就打手势交流；知识一次没弄懂，就再问一次；机器一遍没
用明白，就再操作一次……抢着机床练实操、追着老师问问
题，靠着这股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再加上翻译人
员的帮助，法语区学生照样取得了优异成绩。

8次赴非任教、600余名非洲师资学员顺利“出师”、为当
地企业完成多项技术服务……这是“老师傅”雷彪的业绩单。

徒弟们从接过图纸“两眼一抹黑”到能够独立完成订单，
参与加工的零配件从简易走向复杂；实操车间的教学设备，
从光洁崭新变为饱经沧桑，将大量新学员锻造成熟练工……
雷彪为徒弟的成长而欣慰，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职业
教育的巨大发展而振奋。

如今的雷彪，桃李遍非洲：有的站上讲台，成为非洲职
业教育师资力量的新鲜血液；有的走工地、下车间，成为在
非中资企业的熟练工人；有的回到家乡，靠一身本领办厂致
富，开上了小轿车……

“师资学员回到各自国家、走上教学岗位后，还会教出
更多学员。中国师傅离开后，留下的是徒弟，还有徒弟的徒
弟……每个人都为非洲职业教育尽一份力，这片大陆的面貌
会彻底改变。”雷彪说。

赵磊磊：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的“大管家”

“希望职赛覆盖非洲所有国家”

从非洲飞回北京不久，还在倒时差的赵磊磊在办公室迎
接记者到来。

万里归国，体验早已不新鲜。2012年初次踏足非洲大陆
时，29岁的赵磊磊家中有一对 5月龄的双胞胎女儿。次年，
皮肤黝黑、风尘仆仆的他推开家门，满地跑的女儿不识父
亲，“不让抱，抱起哪个都可劲儿哭”。

作为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 （ATC） 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项目四部部门总经理赵磊磊驻外
多年，10年间有 5个春节在肯尼亚度过，“今年孩子十一岁
了，我陪在她们身边的时间却只有两年”。

初到肯尼亚职教项目工作，一个问题困扰赵磊磊：推动
当地职业教育发展，除了送设备、建学校，还能干什么？

赵磊磊想起了在国内接触过地方举办的职业技能大赛：
“为什么不把这样的比赛搬到非洲来呢？”

说干就干！参考国内模式，赵磊磊和项目组同事们忙了
起来。2014年6月，第一届ATC正式举办，比赛内容为传统
机械加工项目。

问题也来了。参赛者技能水平较低，但又不能过度降低
难度，怎么办？组织者想出应对办法：先培训、后比赛！

培训时间紧，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选手们都铆足一股
劲儿。“有位选手外出购物时遭遇意外，受了伤，简单包扎后
仍坚持带伤受训、参赛，让所有人暗暗赞叹。”赵磊磊说。

筛出好种子，怎样培育成长的土壤？组织者设计了奖励
机制：

给予优胜团队订单奖励——中航国际与国内下游工厂达
成协议，为这些团队提供配件加工合同。赵磊磊坦言，由于
所在国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当地选手的订单产品
加工成本远高于国内，但由于质量尚能过关、中方补贴成
本，能够实现学校创收、学员增收。

给予优胜个人留学机会——最优秀的获奖者，可以获得
资助、到中国进一步学习职业技能。掌握一技之长后，选手
们还获得结业证书，为他们寻找用武之地提供了“敲门砖”。

“我见证了许多非洲人通过ATC改变了命运。”赵磊磊说。
十载春秋，ATC 与“一带一路”共成长：覆盖非洲 10个

国家，让非洲年轻人有机会学习普通机械加工、数控机械加

工、AP编程、木工、钢筋工和混凝土工技能等，提升就业
技能。“今年ATC，有优胜选手成为世界技能大赛肯尼亚国
家队候选人，这是ATC史上头一遭！”赵磊磊难掩自豪。

赵磊磊至今记得办赛中的喜怒哀乐：“最难过的，莫过
于作为裁判宣布比赛终止、看到进度落后选手满脸的遗憾。
欢乐的时刻则多得多：闭幕式上，选手们把指导老师举起、
抛向空中；给安装调试设备的中国工程师送行，当地官员、
居民、工人举办派对，大家吹拉弹唱、品尝烤肉……”

“希望有一天，ATC可以覆盖非洲所有国家。”赵磊磊说。

石玥：改变非洲职校面貌的“工程师”

“中国师傅搞培训，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皮卡车颠簸在稀树草原，从猴面包树下驶过”“砍刀开
路、穿越灌木……”这是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职业教
育部副总经理石玥描绘的非洲大陆。

从萨赫勒地带的塞内加尔，到西非海岸的贝宁，再到雨
林密布的加蓬，常年奔波在非洲各国职教项目之间的石玥，
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耳熟
能详。

采买设备、编订教材、物色教员、招收学员……在非洲
各国职教项目上，石玥一做就是8年，每年都要在非洲待上
小半年。

在加纳，升级改造 23 所职校；在加蓬、科特迪瓦和乌
干达新建12所职校；升级改造154所肯尼亚职校，覆盖该国
全部 47个郡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年来，中航国际
已在非洲10国新建或升级180余所职业技术学校，每年培训
2万余名师生。2014年入职的石玥，第一项工作就是购置培
训和比赛所用的刀具、量具。

一些学校需要升级改造，更多的则是从无到有。
“非洲许多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较差，现场勘查是项苦差

事。”给校区选址，石玥总在奔波：在超50摄氏度的酷暑中
行车、在雨后的烂泥路艰难跋涉，都是家常便饭。

复杂的气候、地形条件下，校舍建设难度不小。在热带，
砂质土壤难以筑基；在沙漠边缘，气候炎热又缺乏水源……
加蓬职教项目让蒂尔港校区选址则位于一片水深没膝的沼泽
地：抽水、填平需要大量的土方，工程造价高、施工难度
大，但中方施工人员依然让校区如期建成。

校舍建起来，软硬件也要跟上；理论学会了，还要操练
起来。“产学结合是最大的难题，咱们搞培训，扶上马还要
送一程。”石玥说。

为了让学生们“出校门、进厂门”，辅助当地职校运营
管理的中方工作人员使出全力：学生多、教具少，就从国内
运来大量贴近产业实际的一线设备；师资跟不上，就拓展合
作资源、从国内一流职校请来资深教师……

谁是真正的“授人以渔”，非洲百姓心里有杆秤。
“我们的项目到哪儿，哪儿的民众就强烈要求一期干完

干二期、二期干完干三期。”石玥说。
与非洲相关的记忆则是金色的。簇拥着中方教师和工

人，村民们载歌载舞，表达谢意。“他们眼神里的光让我感觉
到：在非洲搞培训，用教育改变当地人的命运，是最有幸福
感、价值感的事情。”石玥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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