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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活听温度计的”

薛彪已经在科威特过了两个春节。“不是不想回家过
年。但是在这里，干活得听温度计的。每年春节前后，就是干
活的最好时段，我们必须抓紧作业、抢工期。”薛彪笑着说。

3年前，薛彪被任命为由中国建筑公司承建的科威特
大学城附属设施项目副经理，作为公司海外业务开拓者
的他带领4名员工第一次去往科威特这片陌生的土地。

每年 11 月到第二年 2 月，是科威特气温最低的时
候，白天气温在 22℃左右。而到了 6-9 月份，当地白天
平均气温高达45℃以上，根据政府要求，上午11点到下
午4点是不能进行户外作业的。

“高温难不住我们。”项目部更改工作时间，实行夜
间施工作业。白班转夜班，可不仅仅是工作人员作息时
间的改变，对施工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当地要求混凝
土浇筑必须在监理在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室外温度
40℃以下才可作业。所以每当混凝土浇筑时，施工人员
每个人都紧盯着温度计，只要温度降到 40℃以下，马上
联系监理，让他们抵达现场监督施工。“当地监理有固定
上班时间，没有加班的概念，如果下班了只能等第二天再
开工，所以每到浇筑时，我们都得争分夺秒。”薛彪说。

科威特的沙漠地质也曾让薛彪团队碰了钉子。地基
承载力不足，只能换土施工，还要让回填后的土密实度
必须达到100%。薛彪团队拿出了“绣花功夫”，将1米深
的基坑分为 5 层，每层填 20 厘米就压土一次，同时进行
浇水作业，然后等半天再压实，在国内全部完成仅需2-3
天的工作，在当地干一层需要3-5天。“有时候检测时就
差百分之零点几，但我们也决定重新施工，直到达到
100%。我们必须对结果负责任。”

项目建设融入当地，薛彪和团队自身也在加快融
入。科威特大学城项目是完全的国际招标项目，整个项
目部 110 人，中方人员仅有 40 人，聘请的项目经理是埃
及人，建筑师是约旦人，安全主管是印度人，质量主管
是巴基斯坦人。如何与各方交流成为薛彪团队的头等大
事。薛彪在项目部建立起微信群、英语角，每天大家都
在微信群里念项目英文读法，互相纠错。经过3个月的培
训，整个项目部连最不敢开口的同事都能应付一般日常
工作英语交流，后来每个人还学会了简单的阿拉伯语。

据悉，作为科威特国家战略投资项目，科威特大学
城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之一。目前项目履约
情况良好，有望明年底竣工。届时，一栋栋教学楼、图
书馆、学生宿舍将在这片沙漠上拔地而起，科威特的学
子们将会迎来更加先进的教育设施和学习资源。

打败“不可能”

2018 年 6 月 14 日 18 时 27 分，老挝楠科内河特大桥
最后一个桥墩——214 号墩身顺利浇筑完成。这标志着
历时 383 天、两个雨季的中老铁路全线最长桥梁主体工
程顺利完工。

祝贺的人群中，有一位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工程
师”的年轻人，他就是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徐州，这是他在“一带一路”沿线参与修建的第二条铁路。

早在 2012 年 6 月，29 岁的徐州远赴埃塞俄比亚，参与
亚吉铁路（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首都吉
布提铁路）建设。亚吉铁路是由中国企业采用全套中国标
准和中国装备建造的非洲第一条跨国现代电气化铁路。

一到任，徐州就面临难题：项目部标段地层以火山
岩等为主，沿线找不到符合标准的常规填料。如何改良

“火山灰”？他带领 12名工作室成员，带上试验仪器，头
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几公里，对沿线土源进行取样、分
析。半个月下来，脚磨破了皮，手搓出了茧。走完铁路
沿线100多公里，经过上千次的配比实验，徐州带领团队
成功解决了路基填料问题。

今年 1 月，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从吉布提
至亚的斯亚贝巴的货运时间从 3 至 7 天缩减为十几个小
时。“亚吉铁路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很多吉布提居民还
是第一次见到满载 100 个集装箱的列车驶过田野的景
象。”吉布提铁路公司总经理马哈茂德·达巴尔笑着说，
现在亚吉铁路已成为吉布提的名片，许多非洲国家代表
专程到此参观。

参加完亚吉铁路建设不久，2017年5月，徐州又从非
洲转战老挝，负责包括中老铁路重点控制性工程楠科内
河特大桥在内的项目建设。中老铁路北起中老边境，南
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 414 公里，项目采用中国技术标
准、使用中国设备，计划在2021年12月建成通车。

“在这里，雨季施工是项目面临的首个难题。”徐州
介绍，雨季的老挝，大雨滂沱、无休无止，桥梁桩基施
工过程中，由于水位线较高和地层大部分为砂夹卵石层
的原因，基坑刚挖成型又被淹没坍塌，桥梁钻孔桩难以
成孔，严重影响桥梁后续施工。

面对难题，徐州带领团队反复研究，在雨季完成了
一个又一个在老挝人民眼中的“不可能”：创下中老铁路
全线第一个桥梁桩基成桩、第一个桥梁墩台成型、12天
建成钢筋厂、20天建成中老铁路展示馆和安全体验馆、1
个月打造出楠科内河特大桥和万象北站两个标准化施工
示范段共计2.7公里。如今，楠科内河特大桥已成为了中老

铁路上的一道绚烂长虹，多次接待中老各部门代表团，
乃至泰国铁路总公司、大湄公河区域铁路联盟等参观。

年过半百学英语

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驱车沿东南方向行驶约 19
公里，在一个小山谷里，可以看到一个写着“中国
建材赞比亚工业园”的标志牌和高耸的预热器，那
里就是由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 5 亿美元建设的包括水泥生产线、建材产品贸易
的工业园。

对负责工业园机电、工艺、安全环保等方面工作的
李建江来说，推进工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做好与当地人
的沟通交流是一项重要工作。在非洲，供电常常困扰着
人们。2017 年 1 月初到赞比亚的李建江就遇到了这一问
题：赞比亚国家电力公司与工业园的总降压变电站相距
十几公里，没有现成的输变线路。

经过与电力公司多次商谈交涉后，线路建设的资金
问题谈妥了，但后面两条高压输电线路的征地谈判、土
建施工等问题仍需要李建江及其团队来完成。

132 千伏线路总共需要建设 45 座塔架，根据线路走
向，要修建的塔基有的在荒无人烟的山头，有的在农
场里。为了能让农场主同意在他们的私人土地上竖立
塔架，李建江一趟一趟登门拜访，门不开就等，对方
脸色不好就始终微笑，赔偿数额也是一次次的谈。功夫
不负有心人，塔基征地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当地政府
官员得知后颇为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花上一年的
时间，这些农场主是无法“摆平”的。2018 年 4月 9日，
33千伏备用电源正式供电，为园区设备单机试车提供了
保障。

赞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为了解决与赞籍员工的
语言交流问题，50多岁的李建江再次拿起书本，利用空
余时间学习英语。每天清晨天刚微亮，项目部的草地上
都会传来一个大粗嗓门读英语的声音，那是李建江按照
自己总结的方法在练习英语。目前，他已经能使用英语
和赞籍员工进行顺畅沟通。“老李学英语”成为园区内激
励大家跟上语言学习潮流的生动案例。

老李的团队在推动工业园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也
在积极履行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参与公益活动。他
们投入 150 万美元捐建了医院和学校，同时为园区周边
村民打井修路，为孤儿院捐赠食品及生活用品。目
前，一条长约 9 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正在筹备建设中，该
路建成后，一条困扰周边居民几十年的坎坷黄泥路将
变成柏油大道。

结缘甘再水电站

在柬埔寨甘再河上，有一个已连续运行6年、成为柬
埔寨国家电力公司示范教育展示窗口的工程——甘再水
电站，这里也是中国小伙子陈宇、柬埔寨姑娘黄玉华结
缘的地方。

甘再水电站项目是中国电建以 BOT （建设－运营－
移交） 方式进行投资开发的境外水电投资项目，特许运
营期 44年，其中施工期 4年，商业运行期 40年。甘再水
电站运营发电头两年，承担了柬埔寨首都金边白天80%、
晚上100%电量供应，目前仍是其重要的电量供应来源。

甘再水电站建起来后，所在地区的村民黄玉华放下
手头的榴莲生意，和朋友们一起来到甘再项目公司应
聘，成为公司的一名后勤助理。“水电站就在家门口，待
遇也超出当地平均水平很多，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可
以好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回忆起刚刚入职时的场
景，黄玉华仍然有些激动。

黄玉华格外珍惜这次工作机会，遇到不懂的问题就
请教。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黄玉华结识了来自湖南长
沙的电建小伙陈宇。

帅气的陈宇是检修班的技术骨干，每次加班加点维
护机组，都得向黄玉华“报到”点餐定饭。黄玉华的周到
细心，陈宇的诚实刻苦，让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从互相配
合工作，到相约旅行，在美丽的象山之下，浪漫的甘再河
畔，两个年轻人越走越近。2015 年 11 月，在亲朋同事的祝
福声中，黄玉华成为了陈宇的“洋媳妇”。

前不久，已是电站生产技术部主管的陈宇，为了编
写300多页的水电站七台机组的总结报告，连续半个月每
天加班到晚上 11点钟。为了给丈夫准备晚上的宵夜，黄
玉华每隔两天便会骑车到 15公里外的贡布省，专门购买
从中国进口的牛奶和饼干。

安排餐饮和管理宿舍是黄玉华每天的工作，凭借着
细致和耐心，黄玉华把各项工作都料理得一丝不苟、井
井有条。随着工作的出色和收入的提高，几年的工夫，
黄玉华不仅把家里的高脚屋修葺一新，还添置了电冰箱
等家用电器，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现在，黄玉华的两个表妹和一个表弟也都进入了
当地的中文学校学习，他们希望能和表姐一样，学好
中文，以后到像甘再项目公司这样的优秀中资企业去
工作。

“甘再是我们俩结缘的地方，也是为生活事业打拼的
平台，能在离家近、待遇好、平台大的中国企业工作是
我最大的幸福！”黄玉华动情地说。

“ 我 建 设 ，我 绽 放 ”
——记“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企业建设者

本报记者 邱海峰

﹃
一
带
一
路
﹄
上
的
中
国
工
程

（
新
华
社
发
）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年来，中央企
业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迅速，呈现出主体结
构更趋合理、区域范围不断拓展、涉足领
域日趋多元、走出去模式日益深化等特
点。至2017年底，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投资合作项目 1713个，为改善当地民生、促
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加快了
中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使中央企业在
国际化进程中稳步成长、日益成熟。

5 年来，中央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按照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技术、管理和
资金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
建设、能源资源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领
域开展合作，加深了对“合作共赢”的理解。

合作共赢，要让东道国利益共享，和
全世界共同发展。为提升沿线国家互联互
通水平，中央企业参与了一批铁路、公

路、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有力推动
沿线国家的紧密联系和协同发展；结合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发展情况，中央
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多个工业、制造业项目在马来
西亚、老挝、印尼等国家成功落地，有效
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需求。

合作共赢，不仅体现为具体的建设项
目，还体现在与当地共同成长。中央企业
在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运用专业优势积
极回应和解决当地社会热点问题，实现与

商业伙伴、当地社区和区域经济的共同成
长和发展。通过聘用当地人才、尊重当地
文化、与当地经济融合，使企业经营深植
于当地市场，实现双赢乃至多方共赢。数
据显示，中央企业目前海外分支机构 38.4
万名员工中，85%是本地员工，不少企业员
工本地化率达到90%以上。

合作共赢，履行好社会责任必不可
少。中央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坚持做
国际化经营的优秀企业公民，赢得所在国
政府和人民、合作方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

尊重。中央企业坚持诚信经营，尊重所在
国习俗，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当地
员工权益。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加强与所
在国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各方的沟通，努力以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实际行动，来培育和发
展企业的软实力。坚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
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利益相
关方和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当地产业链发
展。积极参加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促进
当地经济、环境、人文等多方面的发展。

回首5年，中央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补

充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金不足，促
进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开展属地化经
营，融入当地社会，为东道国培养了大批
人才，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和自主发展能
力。通过能源资源合作，满足了中国部分
能源供给需求，同时也帮助了东道国提高
资源附加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扩大了中国与有关
国家的利益交汇，改善了当地的投资和生活
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
加深了对国际化经营的理解，提高了国际化
经营的能力，正稳步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长
周丽莎

开放谈开放谈

图为日前在老挝首都万象，徐州 （左一） 在施工现
场与工作人员交谈。 刘艾伦摄 （新华社发）

●拿出“绣花功夫”，在沙漠上建起一座
大学城

●连续6年奋战于两条铁路项目，攻克
一个个技术难题

●连续6年奋战于两条铁路项目，攻克
一个个技术难题

●每天清晨项目部传来的声音，激励着
大家跟上语言学习潮流

●“能在离家近、待遇好、平台大的中国
企业工作是我最大的幸福！”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5 周年。5 年来，“一
带一路”建设已从理念转变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
实，成果丰硕。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5 万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推进
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上缴东道国税费22亿美元，创造
就业岗位21万个。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各方的共同努力。其中，作
为“走出去”的主力，中国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发挥的作用格外突出，其建设者们更是和相关国家
民众共同演绎了一系列精彩动人的故事，“我建设，我
绽放”成为建设者们的心声。本文选取了几位扎根海外
建设项目的央企一线员工的故事，让我们共同了解他们
的工作经历，一起去认识“一带一路”上的那些人。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