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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香脆嫩的油焖笋一上架，很快就销售一空。在浙
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一家“三关六码头”门店，
油焖笋产品销售火爆。“油焖笋是宁波人的家常味道，
我经常到这家店买，味道很正宗。”顾客王女士说。

数 年 前 ， 宁 波 油 焖 笋 多 为 个 人 现 做 的 “ 家 庭 作
坊”产品，没有标准化生产工艺，难以形成品牌效
应。近年来，镇海区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联动的方
式，发起手艺人共富计划，探索手艺人与企业合作新
模式。作为一家特色美食连锁品牌，“三关六码头”与
制作油焖笋的手艺人签约，共同打造畅销产品、非遗
精品。

镇海区不少企业与非遗食品制作人、传统老字号文
化食品手艺人进行签约，通过企业研发中心和科研院所
的专业力量，将非遗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融合，推动传
统手艺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匹配市场需求。

今年 59岁的柯如金是宁波老字号柯繁兴糕点的第三
代传人，继承祖传手艺后，柯如金自己经营一家食品小

作坊，制作各类糕点。与“三关六码头”签约合作后，
他的产品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作。“现在我的糕
点销量比以前增加了几十倍！”柯如金说。

在镇海区，无论是舌尖美味还是指尖技艺，手艺与
产业正在“双向奔赴”。宁波风糕制作技艺、十七房冻
米糖制作技艺、髹漆金缮技艺、甬式家具榫卯技艺……
目前，镇海区已创建 2 家省级非遗工坊、11家区级非遗
工坊。

为了让更多散落民间的手艺拥有展示平台和产业化
机会，镇海区最近启动了手艺人“三星”（“寻星”“造

星”“耀星”） 行动，还组建了宁波手艺人联盟，搭建了
“手艺人部落”。

“寻星”行动已于近日面向全国手艺人发出“英雄
帖”，搭建手艺人与企业双向对接线上平台。“造星”行
动计划于近期启动，将组织手艺人参与交流展示、产业
对接活动。“耀星”行动将为手艺人提供商业辅导服务，
提升手艺人知名度。

钟情于越窑青瓷文化、精于陶艺的手艺人吴佳佳，
通过此前的“寻星”计划，来到山清水秀的镇海区九龙
湖镇，参与到当地“青瓷”主题民宿运营。目前，民宿

已开始试营业，民宿内的艺术馆即将开放。之后，吴佳
佳还将通过开展公益体验、作品展览等方式，丰富民宿
体验，推广青瓷文化。

囊括了非遗工坊、领军企业、教育机构等不同领域
代表的宁波手艺人联盟，将为手艺人设计品牌形象与标
识系统、制定品牌传播策略，搭建与企业合作的桥梁。
联盟还将依托镇海区职能部门，为相关技艺的产业化提
供场地、资金、人才等保障。

镇海区还在郑氏十七房景区、开元广场、宁波大学
步行街等景区商圈，建立了多处“手艺人部落”。“手艺
人部落”既是手艺人交流展示、营造时尚氛围的专属空
间，又是文商体旅融合的新载体，吸引很多市民游客参
与手工艺体验，将人气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

“镇海区正在全力打造手艺人集聚区，通过资源整
合、平台搭建和政策扶持，为手艺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
间和全方位全流程的周到服务，让传统手工艺焕发新
生。”镇海区文广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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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

又白人人夸……”

日前，尼日利亚女学生拉比亚即将出国留学，在与莫正军分别时，她们

一起轻唱《茉莉花》，仿佛又回到了相识的那一年……

莫正军是中国铁建十八局集团国际公司海外建设者中的一员，她与团队

在海外成功打造出当地人认同的企业文化，实现了文化交融。

无数海外建设者与莫正军团队一样，在奋战工程之余，致力于属地人才

培养，推动文化交流。他们在为当地带去技术与知识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外

文化的互相尊重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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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友谊之花”

“为什么看月亮是一种习俗？”“端午节为
什么要划龙舟？”随着中国员工与尼日利亚籍
员工的不断交流，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当
地人民的关注与喜爱。面对尼籍员工提出的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中国铁建十八局
集团尼日利亚公司向他们介绍节日起源和文
化习俗。

端午节共同包粽子，中秋节一起吃月
饼，尼日利亚公司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
吸引尼籍员工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文化融合是双向的，尼日利亚公司充分
尊重不同地区尼籍员工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差
异。在当地节假日期间为员工放假，开展节
日慰问并发放过节津贴，主动了解当地文化
特点与习俗……通过积极交流，中尼两国员
工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

“我愿意一直跟着中国企业干。”培训会
上，尼籍机械操作手穆萨分享了他对公司企
业文化的认同。入职 5 年来，他对中国传统
节日如数家珍，“中国公司非常重视员工的教
育和培养，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同事
的尊重和关爱。”

2022年春节，在尼日利亚公司春节晚会
上，当地女学生哈弗撒演唱的 《甜蜜蜜》 将
晚会推向高潮，她的歌声把观众的记忆拉回
到2019年的那次文化交流活动。

2019年，尼日利亚公司和杜茨公立女子
中学开展了公益助学和文化交流活动。在中
国文化交流课上，莫正军教唱的中文歌曲《茉
莉花》给哈弗撒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莫正军
的跨国友谊也自此建立了起来。

随后的几年里，哈弗撒始终和莫正军保
持着联系。莫正军给哈弗撒讲中国历史故
事，还教她使用微信。哈弗撒对中国歌曲、
中国文化的了解不断加深。2022 年春节前
夕，得知尼日利亚公司要举办春节晚会，哈
弗撒欣然接受了莫正军的邀请，演唱了刚刚
学会的《甜蜜蜜》。

2021年，哈弗撒考上了尼日利亚迈杜古
里大学，她兴奋地邀请莫正军去她的大学参
观。哈弗撒告诉莫正军，当地有很多学生都
希望通过“中国之角”了解中国文化。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哈弗撒的心愿成
为尼日利亚公司的行动。

2022年 9月，尼日利亚阿布贾 11区公立
学校的学生们身着演出服装，载歌载舞庆祝
升级改造后的“中国之角”正式启用。

启用仪式上，尼日利亚联邦首都区基础
教育局局长苏莱高度评价中国企业为11区公
立学校“中国之角”提供修缮升级，感谢中
国驻尼使馆和中国在尼企业近年来积极改善
首都区中小学办学条件，为贫困学生提供爱
心资助。尼日利亚主流媒体《每日信报》《领
导者报》 等都对“中国之角”的启用给予了
积极报道。

一个个温情的故事，点点滴滴成为中非
文化共融、合作共进的有力见证。

奋战一线的“铁路先锋”

2020 年 10 月，刚从海外项目回国休假
的彭海接到了新的任命：负责几内亚马西
铁 路 金 迪 亚 隧 道 项 目 的 现 场 施 工 生 产 工
作。接到任命后，他立即到公司总部参与
了项目的前期准备。2021 年 3 月，彭海踏
上飞往西非的航班，开始了他挑战西非最
长隧道的征程。

从首都到金迪亚，到项目后，彭海顾不

上路途的疲惫，一头扎进了紧张工作中。“我
们要以最快速度平整好进场道路。”

那段时间，彭海凌晨 4 点便带队出门，
踏勘场地、洞口位置，经常忙碌一整天。茫
茫森林里，皮卡车、摩托车开不过去的地
方，他们就靠着手里的登山杖徒步前行。不
管多晚，他们总要完成当天的勘查任务才返
回，凌晨一两点回到驻地是家常便饭。

在他们细致工作的同时，施工方案的筹
备和进场人员的安排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团队的努力下，项目最终赶在雨季前如期
开工，为接下来的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6 月，几内亚进入了雨季。与此同时，
大批物资陆续进场，保障这些物资从港口到
项目部 300 多公里的安全运输是项目部的重
中之重。“这里的暴雨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几
天几夜的倾盆大雨能冲毁一切道路”，回想起
那个雨季，彭海仍心有余悸。

“有三辆货车被困，等待救援。”6 月 20
日，项目部接到求救信息，彭海立即带着 3
名职工，开着皮卡车和装载机出发了。沿
线的便道几乎都被冲毁，他们一边修路，
一边凭借记忆摸索着前进。此时，暴雨已
经连续下了两天两夜。就在即将与被困车
辆 汇 合 时 ， 他 们 被 挡 在 了 一 处 洼 地 前 ，
30、40、50 厘米……眼看洪水就要倒灌进
皮卡车，彭海他们四处寻找，最终把车停
在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上，等待了两天
两夜，洪水才退去。

雨季蚊虫肆虐，彭海染上了疟疾。持续
高烧使他不得不卧床休息，但稍有好转，
即 使 是 一 场 日 常 的 碰 头 会 ， 他 也 从 不 缺
席。为加快施工进度，他带领员工一起加
班加点研究施工方案，盯在掌子面观察围
岩状况和光面爆破质量，找到影响施工进
度的症结所在。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隧
道掘进从每月的 300 米提升到 1 公里，二衬
从每台车 5 天一板提升到 3 天两板，施工进
度多次创全线第一。

在几内亚力拓西芒杜铁路项目总工程师
高峰看来，理顺企地关系和推进施工建设同
等重要，“过客心态要不得，我们不是干完
活就‘拍拍屁股走人’，而是要充满诚意地
对待这片土地。”在工作闲暇之余，高峰带
着中方员工和当地社区居民开展足球、篮球
比赛等娱乐活动。通过一场场球赛，他与当
地社区居民拉近了关系，深入了解了对方的
需求。

在高峰及其项目团队的努力下，企地关
系越来越融洽。每次路过社区，当地人都会
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

“咬定青山不放松”，各项目部曾面临生
产停工等风险挑战，克服过雨季施工、物资
短缺等重重困难。海外建设者们在艰苦条件
下，始终履职尽责、迎难而上。他们用实际
行动为海外建设贡献力量，在共建“一带一
路”的前沿展现着中国建设者的风采。

独当一面的“女操作手”

5 月初，几内亚西芒杜铁路项目沿线 72
公里，一派忙碌的施工景象。

早上 7 点，女操作手比阿特丽斯·哈巴便
开始在压路机旁忙碌，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

“我们的土石方施工进度已经突破 10 万方，
我作为项目第一位女操作手，不能掉队。”

西芒杜铁路项目位于几内亚康康大区和
恩泽雷科雷大区。由于气候、经济条件限
制，当地就业机会极少，且无田可耕。村中
女性几乎都在家重复着做饭、带娃两件事，
全家人的生计都靠家中男性维持。

得知该情况后，项目部立即行动，招聘

女学徒，给当地女性提供工作机会。
“当时听说村里在招聘操作手，不限性

别，我就第一个报了名。”哈巴说。在这之
前，她从未接触过操作手的工作。

成为合格学徒并非易事。“刚开始驾驶压
路机时，需要倒车来进行压路，当时我并不
会看着反光镜进行驾驶，所以害怕自己会造
成事故。”哈巴对第一次驾驶压路机的经历记
忆犹新。

对此，项目部为所有新人免费组织为期
一周的机械操作技能培训。培训考核合格
后，哈巴被分配到路基队伍。在中方师傅倾
囊相授的带领下，哈巴进步很快。“她非常细
心，比一些男操作手的技术还要好。”中方师
傅说。哈巴参与施工的路基段报检，均是一
次通过。

在当地，女性就业的平均工资在 500 元
左右，而哈巴现在每月到手3500元。自从开
始工作，哈巴就开始独立生活，并购买土地
准备为父母建房子。哈巴说：“希望有更多几
内亚女性加入公司，并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
己的价值。”

目前西芒杜铁路项目的女性员工人数已
超过 150 人，比例达到 4%。她们来自几内
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分布在 HSEC 部、
工程部、QAQC 部等诸多重要部门岗位上。

她们用自己的细致、友善和敬业，共同投身
建设“一带一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高效培
养属地人才，助力属地人才就业，天津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机电工业学校、塔那
那利佛大学及中铁十八局集团共同建设了马
达加斯加鲁班工坊。该项目位于塔那那利佛
大学理工学院，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工坊
开设了电气工程、汽车工程、机械工程等专
业，建设了实训基地、基础实训室、专业实
训室，配备了 286 套先进设备，为当地学生
提供了专业的实践平台。

拉乔利纳是一名马达加斯加青年，他的
父亲是鲁班工坊项目部的一名钢筋工人。因
家庭负担，拉乔利纳很早就开始在汽车维修
厂做学徒，但因缺乏专业知识，只能勉强维
持生计。他的父亲在了解到鲁班工坊中的教
学设备后，很希望儿子能得到入学名额。最

终在项目部的帮助下，拉乔利纳顺利提交了
入学申请，并得到了录取。

拉乔利纳很快就适应了在鲁班工坊的学
习生活，并掌握了更专业的汽车维修技术。“这
段时间的学习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
家庭的命运。”拉乔利纳说。

目前，已有上百名当地学生在鲁班工
坊完成相关专业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学习。
这些年轻人未来将成为马达加斯加社会的
中坚力量，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断作出
新的贡献。

马达加斯加鲁班工坊的成立为当地青年
提供了专业化的培训平台，极大地缓解了当
地技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
中资企业对于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工坊的成立与课程开展也促进了中马两国在
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了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谊与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