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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化建设，不仅局限于为当
地员工搭建培养渠道，还在于通过
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社会责任。

2017年 6月 7日，斯里兰卡拉特
纳普勒（Ratnapura）地区遭受洪灾，
项目部精心筹备了急需救灾物资，
并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到受灾民众
手中。项目部将一批饮用水、大
米、小麦粉等赈灾物资达 1000 余
件，送到了灾区人民手中，帮助他
们度过了困难时期。斯里兰卡员
工 Saman 表示：“中交二航局在斯里
兰卡开展业务期间与我们结下了
深厚友谊，非常感谢中国人。”

一天清晨，项目部接到紧急电
话：“一只小象在穿越公路的过程
中不慎落入水沟，需要紧急援助！”
项目部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情况较为复杂：母象带着小象穿越
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小象不慎落入
集水井中，小象两只脚被磨出血，
而母象则守在集水井口焦急来回
踱步，行为异常暴躁。考虑到安全
问题，项目部援救人员联系当地野
生动物园保护中心。在等待野生
动物保护中心兽医到来的漫长时
间中，母象不时发出愤吼，当地村
民告诉我们母象是在向丛林深处
的象群呼救。由于现场围观人员
较多，项目部援救人员及时疏导人
群，设立警示带，控制现场车辆噪
音，避免了母象情绪再度恶化。

很快，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人员

到达现场。然而草丛中又闪现出
一头更大个头的公象。鉴于麻醉
针剂剂量只够一头大象的量，我方
援救团队马上与野生动物保护中
心人员商讨新的方案：首先安排另
外三只麻醉针剂送达现场，再用现
有针剂对母象麻醉。接下来便是
按方案进行麻醉和援救，紧张的气
氛让人屏住呼吸……

小象筋疲力尽，很快就被我方
援救人员抬出集水井。就在大家
送小象进丛林时，母象突然返回出
现在丛林边，气氛再次紧张。但让
人意外的是，母象仿佛领会了项目
部工作人员援救小象的意图，安静
地目送项目部工作人员和动物保
护人员一起把小象送回丛林。在
项目部积极配合下，小象安全地重
回妈妈怀抱。

自进入斯里兰卡以来，中交二
航局斯里兰卡项目一直秉承“建一
个项目，树一座丰碑，育一批人才，
交 一 方 朋 友 ，拓 一 片 市 场 ”的 理
念，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企业的社会
责任，也是深化中斯友谊的生动实
践。

九年前，公司在斯里兰卡只有
Ruwan 等几个当地员工。而今天，
当地员工已遍及项目部顾问、秘
书、设计师、工程师、预算师、采购
工程师、司机等多种岗位上。更多
的“Ruwan”正在斯里兰卡这块热土
上，与中交二航局一起成长。

在赞比亚中部省和南方省的森林
交界处，一条几百公里的大道似巨龙蜿
蜒腾飞，横跨赞比亚国家森林公园，承
载着 200 万卡富埃盆地人民的梦想，成
为赞比亚中部省、南部省互联互通的

“黄金通道”。6 月 29 日，笔者走进中建
博茨瓦纳公司项目部，聆听他们讲述非
洲丛林中的一段段奋斗者的故事。

“拦路虎”变成“纸老虎”

“以前我们去一趟城里步行要走上
一天，现在坐汽车只需两小时，今年种
的玉米可以卖出去了”，森林内道路贯
通后，位于森林中部伊拉族的农民萨卡
拉激动万分。萨卡拉口中的道路就是
赞比亚卡富埃 237 公里道路项目（简称

“237 项目”），该公路总长 237 公里，其
中有 104 公里跨越原始森林。道路修
通前，能在原始森林中畅通无阻，他想
都不敢想。 2017 年 8 月该项目开工以
来，280 余名来自中国、赞比亚、津巴布
韦、博茨瓦纳的中国建筑建设者用智慧
和坚守打通着当地百姓的梦想之路。

“压实路基，沙子必须有足够的含
水量”，而赞比亚的气候让项目经理陈
小波皱起了眉头。“一到雨季，整个森林
很快就成了沼泽地，各村庄相互隔绝，
根本无法施工，旱季是道路施工的黄金
期，但水又成了‘奢侈品’，当地严重缺
水，想要有现成水源取水施工就成了天方夜谭，施工一
度难以推进，”陈小波说。经过讨论，项目团队决定“开
源”，通过多次走访动员，克服多重阻力，最终在当地民
众的帮助下，项目部在森林中打了 5 口大水井。水井不
仅为施工提供了便利，更为村民往后的生活提供新的优
质水源。

“水源问题解决了，但很快清场和运土问题又来
了”，生产经理校二坡说道，按原计划施工，要经过多片
沼泽地。从 4月到 10月是最佳施工期，然而沼泽会严重
影响到分段施工，同时回填量也非常大。项目部通过与
工程师及业主的多次研究和实地踏勘，征得当地政府同
意——调整施工路线，避开大量沼泽地。修路方案的变
更，为项目分段连续施工创造了更为有利条件，节省工
期超过 40余天，创效约 80余万元。

气候、缺水、运输、工期……项目团队拧成一股绳，
让困扰在施工道路前的“拦路虎”一一变成“纸老虎”。

“90后”的成长与担当

2018 年 10 月，中建博茨瓦纳公司负责人到项目现
场检查，意外被一群大象拦了去路。途中一头 3 米高的

非洲象挡住了皮卡车，大象用鼻子敲打
车身，大家只能屏息等大象走开，所幸最
后人车无碍。

在赞比亚国家森林公园内，除了大
象，还生活着狮子、野牛、豹子等野生动
物。项目施工几乎是与这些猛兽为邻，
需十分警惕，为避免发生意外，项目部在
危险区域都设置了标识牌，拉起警戒线，
每天进行安全教育和巡查，在道路两侧
随时准备车辆，做好撤离预案。

年仅 25 岁的董雪枫大学毕业就来到
237 项目。两栋夹板房，树枝做成的围栏
挂上彩条布就是他和同事的临时营地，
到晚上，蚊子成群，还可能传播疟疾，大
家只能靠着蚊帐和篝火驱蚊，即使是炎
热的夏天，晚上加班依然穿着长袖。森
林里信号差，打电话只能去驻地旁的小
山头，离最近的小镇有 50公里……

“面对如此环境，如何坚持下来？”董
雪枫说，“项目承载着 200 万卡富埃盆地
人民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梦想，我们在
这里搞建设，展现的是中国青年形象。”

在这里近一年，踏实上进的董雪枫已
经能自如面对日常生活，工作上也获得
了项目部大家庭的认可。艰苦的生活条
件造就了项目部员工坚韧不拔的品质，
237项目团队仅用时 6 个月就完成了 104
公里原始森林的清场、路床及回填工作。

搬砖工变身技术能手

在压路机的轰鸣声中，精神头十足的赞比亚籍员工
伊万斯正忙着修理设备，他一脸专注，仿佛在雕琢一件
艺术品。在 237 项目工作后，他不仅学会了开铲车，电
焊、修电机等对他来说都不是难事，然而，谁也不会想
到一年前他还只会搬砖。

2017 年 6 月，项目从当地组建了施工队伍，伊万斯
成为第一批工人。刚开始伊万斯只是跟着工长做些力
气活，在项目部的培养和自身努力下，一年间，伊万斯
从搬砖工变成修理工，从修理工变成司机，如今他已是
项目铲车司机兼碎石场负责人，并且带出了 6 个徒弟。
在他的鼓励下，莱纳德从力工成长为技术工，帕斯科成
为了道路班组的负责人……伊万斯和他的同乡组成的
劳务队通过历练，已成长为一支具有机械操作和修理能
力的技术队伍。虽然离能独立建设道路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但从力工到技术工的转变是他实现梦想迈出的第
一步。伊万斯说：“感谢中建，237 项目是我们赞比亚的
梦想之路，也是我的幸福路、致富路。”

237 项目是卡富埃融入“赞比亚中心”，打开山门走
向城市的黄金通道，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如今，237项目已经走出森林，进入第二个施工阶段。

红河是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
重要国际性河流，是云南至越南的
跨境水系。红河之上，一条连接中
国、老挝的国际通道——中老铁路
正在建设中。而在红河的正上方，
中老铁路的控制性工程——元江红
河特大桥正进入高墩施工阶段。
元江红河特大桥，被称为世界第一
高桥，6 月 28 日，笔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大桥两侧的山体坡度达到 70
度，桥面到江面高差 237 米，施工难
度可谓“非一般的高”。

创造性的“X”方案

由中国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
元江特大桥，3 号墩建成后高度达
154米，相当于 54层楼的高度，是世
界双线铁路第一高墩。元江特大
桥为同类桥型亚洲最高桥，桥高
163米，主跨 265米，施工、监控技术
国内领先。

从西北的兰新铁路，到东南的
南龙铁路，再到西南边陲的玉磨铁
路，红河两岸地势崎岖，直线距离
不到 900 米的大桥，从 1 号墩到 4 号
墩 就 需 要 绕 行 便 道 50 分 钟 的 车
程。按照设计，元江特大桥 3 号墩
的重量将超过 12 万吨，加上 2.1 万
吨的梁体，在不通过火车的情况
下，桥墩底部要承受约 15 万吨的重
力。

许小龙，90 后，该项目副总工
程师。工程建设前期，许小龙和同
事们天一亮就扛着测量仪奔波在
荒山之中，两年下来，原本荒草杂
生的山头多出了一条条小路和许
许多多的测量记号。

设计人员在对桥墩底部进行地
质勘探时发现，地底结构非常破
碎，根本不足以承受如此大的重
量。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方案比
选优化，最终创造性地提出由两个
钢筋混凝土空心墩通过墩顶横梁
和中间“X”型钢结构横向连接的施

工方案，在确保承重达标的前提
下，有效减轻桥墩自身重量。这一
国内首创的工法为类似地质条件
的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高空中的“巡诊”

工程进入主体施工后，从 1 号
墩到 4 号墩之间的管理难度超出了
预期，这时候，航拍机的实时监控
派上了用场。

为了解工程建设的实时动态，
许小龙负责对管段重点工程的进
度和安全实时监控，许小龙的团队
研发了无人机配合谷歌地图进行
远程视频监控和 GPS测量信息采集
技术，保证了钢横梁从桥台到主跨
跨中位置合拢精度控制在 5 毫米范
围之内。此后，每个星期的“工程
航拍巡诊”就成了一项常规工作，
现场管理人员也可以及时了解到
管段内工程的实时状态。

高温大风的磨炼

笔者在现场看到，在元江特大
桥桥墩的上方，我国首次建造的大
跨度上承式连续钢桁梁铁路桥正
在进行钢桁梁拼装作业，上承式连
续钢桁梁 249 米的主跨也将刷新世
界建桥记录。

不过，刷新纪录也预示着没有
可以借鉴的经验。红河峡谷的风
速经常是每秒 20 米的速度，这对以
毫米误差来计算的钢桁梁架设来
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自 5 月中旬以来，元江县高温
干旱持续，日最高气温均在 40 摄氏
度以上，并先后 3 次突破历史极
值。在施工现场，钢筋、防护栏等
材 料 设 施 的 表 面 温 度 超 过 了 60
度。为了避开高温，工人们往往天
一亮就前往工地。为了不被烫伤，
工人们带上了特制的防烫手套，避

开温度最高的正午时间段，选择在
温度较低的时间段施工作业。

在现场，项目部配备了防暑降
温用品，建立了通风良好的工间休
息室，在饮食和营养方面确保给工
人们供应充足的水、食盐及维生素。

“元江的高温是要命的!”在元江
特大桥的建设中，高温磨炼筑路者的
意志，许小龙坚定地说：“温度高，但
斗志更高!”

如今，元江特大桥 3 号墩正在
进行第 131 米的浇筑，晚间山谷的
风力可达 7 级，在墩顶施工是非常
危险的。许小龙说：“我们安装了
风力测速义，达到一定级别后，它
会自动报警，现场就要停止作业。”

据介绍，中老铁路预计 2021 年
建成通车。通车后，将成为我国西
南地区又一条进出境国际铁路通
道，也将结束西双版纳州不通铁路
的历史，到时，乘坐火车从昆明到
西双版纳，只需要 3小时左右，比现
在乘坐普通客车节约四五个小时
的时间。而中老铁路全线建成后，
昆明至老挝万象有望实现夕发朝
至，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

近日，中交二航局南亚区域中心正式运营。南亚区域中
心总部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主要负责南亚区域市场开
发、资源整合、项目管控和风险管控，业务覆盖斯里兰卡、马
尔代夫、孟加拉、印度及尼泊尔五个国别和地区。

南亚区域中心的成立是中交二航局国际化发展适应性组
织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体现，也是该企业在斯里兰卡深耕
市场、坚持属地化建设的结果。从 2010 年进入当地，中交二
航局在斯里兰卡承建了多个项目，并以属地经营为着眼点，
建立符合当地的管理模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了一个
负责任、可信赖的企业形象。

“中斯一家亲”绽放友谊之花
□ 通讯员 黄义力 文/图

2010 年，是中交二航局承建的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的第二个年头。通过朋友介绍，Ruwan（中文名如万）从当地一家有
名的制衣厂辞职了，毅然成为我方招聘的第一名当地 HR。

当时项目部刚进入斯里兰卡不久，对当地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和
风俗文化等了解不深，通过 Ruwan的详细介绍和努力付出，项目团队
的工作思路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迅速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文化
接轨。从 2010 年以来，公司在斯里兰卡先后承建了南部高速公路第
一标段、延长段第四标段等多个项目。如今，斯里兰卡南部高速延
长线正在建设之中。在这九年里，Ruwan 一直跟随中交二航局的建
设团队，坚守自身岗位。

查阅当地资料，协助翻译大量律法文件，夜以继日参与研讨……
在 Ruwan的帮助下，项目团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尤其是在人力
资源管理上实施多项科学举措。项目部根据实际，制定了符合当地
法律法规的一系列制度，如《当地劳工管理办法》《劳工请假制定》
《劳动用工协议》等，既规范了劳务用工，还为处理劳动纠纷提供了
有效依据。在薪酬待遇上，项目部结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定
薪，并根据劳工技术等级和素质的不同，划分科学的薪资梯次。同
时为每名当地劳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切实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斯里兰卡民众普遍信仰佛教，加上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起
初中方人员与当地劳工的交流和融合难免出现隔阂。Ruwan 建议项
目管理团队实行人性化管理，落实“一家亲”文化：一是根据当地政
府相关规定，每年给予当地劳工一周“年休”假期。二是尊重当地劳
工信仰，在合适位置设立佛像，并对劳工拜佛时间作出统一规定，避
免了对正常工作的影响。三是根据斯里兰卡劳动保护法，制定了周
六周天轮休制。这些举措获得当地劳工一致肯定。他们纷纷表示，
能在这样充满温暖的大家庭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并将在工作中以
更饱满的热情回报项目。

如何稳定“军心”？这是 Ruwan 和项目团队不断思考的问题。
Ruwan 加入项目工会成立的斯方劳工维稳小组并担任组长。他每天
奔走于工地、办公区和宿舍，深入一线调研，及时掌握每位当地劳工
的工作生活状态。Ruwan 和项目工会成员一起，坚持为当地困难劳
工做好服务，关心他们的生活，在当地重要节日对他们进行慰问，对

重病住院的人员，及时进行探望，赢得了广大员工的赞叹。
九年来，Ruwan矢志不移奔波在属地化管理的路上。今天的他已完全融入

到这个大家庭，成为在中交二航局南亚区域工作时间最长的资深员工之一。
上下班开上了车，有了自己的新房……Ruwan 在工作中磨砺成长，也收获了实
实在在的幸福。

2018 年 3 月，Ruwan 被公司评为优秀外籍员工并第一次去中国接受颁奖。
他兴奋地感叹着道：“我们应该多向中国学习，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
们能紧跟时代步伐，强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我们之间的友谊。”

外
籍
员
工
的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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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月 7日，中斯联合职业
技能技术培训中心开班典礼在斯里
兰卡南部马特拉机场内举行，首批
斯当地工人学员开始接受职业技能
培训。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和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共同
为培训中心揭牌，并向首批技工学
员颁发了教材。

该培训中心由中交二航局斯里
兰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长线第四标段
项目经理部提供前期维护教室、办
公室、住宿等地，以确保开班仪式
的准时进行，并为后续开课的培训

中心提供了钢筋调直机、钢筋弯曲
机、电焊机、砂轮切割机等物资设
备，为当地学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
实践环境，帮助他们更好提高操作
能力。

2017 月 12 月 8 日，斯里兰卡中
国商会在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
会议大厦举行了招聘会，帮助斯里
兰卡本地人解决就业问题。作为中
国企业的代表之一，中交二航局斯
里兰卡南延线项目参加了此次招聘
会，并招聘了一大批当地员工到项
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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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高墩”上的挑战
□ 通讯员 康宁 卢建建 李国斌 陈国平 文/图

开辟当地人就业新通道

有难必伸援手
△中斯联合职业技能技术培训中心开班典礼。

△中国师傅教斯里兰卡工人绑扎钢筋。

▷携手救助野象。

△元江特大桥在建的154米桥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