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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Adi)是印尼玻雅项目的专职消
防队长，被称为“红衣卫士”。在刚刚过
去的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他
和近2000名中印尼同事一道，用劳动为
中印尼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做着贡献。

位于印尼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的玻
雅项目是中国华电在印尼投资的共建

“一带一路”最大电力项目，也是印尼较
大坑口电站工程之一，建成后年发电量
90亿千瓦时。

玻雅项目为当
地提供了 2000 多
个就业岗位，许多
印尼有志青年纷纷
争取来到玻雅工
作，并在中国师傅
的指导下，在与中
国同事共事中得到
了锻炼和成长。阿
迪就是其中的一
个。

今 年 21 岁 的
阿迪，家在玻雅项

目所在地县城。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当
地人工林种植公司工作。因为从小跟着
父亲和哥哥经常接触消防灭火的工作，
18岁高中毕业之后，阿迪选择去消防员
公司培训技能，考取了消防技能证书。

恰在彼时，玻雅项目开工不久，未
满20岁的阿迪到该项目欲应聘消防员。
他的坚定态度和决心，打动了项目安全
保卫部门的“中国师傅”杨广军和其他
负责招聘的人。

当阿迪以一名“实习消防员”身份
到玻雅项目工作时，杨广军就成了他的

“师傅”。杨师傅毫无保留、手把手亲自
带着阿迪走遍建设现场各区域，攀上爬
下，讲授灭火、处理紧急事项的技巧，
提升阿迪的安全意识、培养他辨识隐患
的能力。杨师傅严格把关，从内到外检
查阿迪技能练习情况、责任意识、执行
能力和应激反应等。

而阿迪也没让“中国师傅”失望。
从灭火器使用、消防车驾驶、消防器材
维护等“内功”的反复练习、熟练掌
握，至各工作面、生活区、道路等“全
局”性的隐患排查、应急处理等，阿迪
辛苦地忙碌着。他给自己定的头一个小
目标是：两年时间内，争取成为一名独
当一面的消防员。

在对班组的安全监督和检查中，阿
迪和很多中国师傅成了好朋友。他们上
班时一起一丝不苟严格巡查和要求，下
班后一起打羽毛球、聊天，分享家乡的
风土人情。

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在印尼爆

发，玻雅项目实行了严格的场区封闭和
各项防疫措施。阿迪自觉带头搬进工地
现场居住，日常按防疫卫生规范做好防
护。他还主动加入项目防疫应急小组，
成了一名兼职防疫专员。工作之余，阿
迪在生活区帮助监测体温、消毒、消
杀，主动承担夜间住宿情况的巡查等。
他不辞辛苦、认真负责的工作获得了中
印尼同事的一致赞许。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阿迪对自己的工
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
新的规划，他说“希望进修一下工程技术
类专业，学习电厂安全的各类知识，争取
成为一名全面的电厂安全守护者”。

今年 3 月，阿迪的努力和工作成绩
深受“中国师傅”们和项目部领导的认
可和赞许，他被提拔为玻雅项目专职消
防队队长。

阿迪说，眼看着一座环保型的现代
化电厂正在快速拔地而起，很快就能造
福印尼大地和印尼人民，他为自己是一
名建设者而自豪。

（林永传 何金伦 王亚冰）

印尼中资电站“红衣卫士”：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成长

近日，由中国中铁负责施工的印
尼雅万高铁德卡鲁尔车站站房主体结
构封顶。德卡鲁尔车站是雅万高铁终
点站，是全线唯一一座由中方企业施
工的车站，包括站房综合楼、生活用
房、旅客通道和旅客天桥等部分。其
中站房综合楼为2 层混凝土框架加顶
部钢结构安装设计，建成后将提供购
票、进站、乘车等一体化服务。

在中印尼双方共同努力下，印度
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截至今年4 月，项目整体工程施工完
成约 71%，其中线下工程完成超过
80%。预计6月开始铺轨，年底前完成
全部架梁工作。

雅万高铁是中印尼两国共建“一
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连接印尼首
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铁路全
长约 142 公里，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
里，建成通车后，两地通勤时间将由
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参建中
国企业一手抓防疫抗疫，一手抓施工
生产，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印尼
对华合作牵头人、统筹部部长卢胡特
日前在项目现场考察时表示，雅万高
铁是印尼现代化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已被列为国家战略建设项
目，将以可持续的方式对社会经济和
民生福祉产生积极影响。“希望双方建
设者精诚合作、加快共建，推动雅万
高铁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雅万高铁所用钢轨均从中国进

口。今年1 月，中国电建集团雅万高
铁项目部完成万隆兰泽可站道岔插入
施工，使铺轨基地联络线与印尼既有
铁路线直接连通。4月初，首批50米
钢轨自芝拉扎港运抵德卡鲁尔动车段
焊轨基地，标志着这条钢轨运输通道
成功打通。

由中国电建集团水电七局承担的
15390块CRTSⅢ型普通钢筋混凝土轨
道板预制任务也已全部完成。该任务
占 项 目 轨 道 板 全 部 生 产 任 务 量 的
51%，为全线轨道板铺设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障。据悉，中方生产任务完成
后，在雅万高铁承包商联合体安排
下，中方将向印尼方移交加工设备及
生产技术。

施工期间，中方建设团队还通过
开展技术培训等方式有效提高当地工
人专业技能。“中方专家对我们进行全
方位培训，使我们对高速铁路桥梁施
工技术有了全面掌握。”雅万高铁项目
一号隧道印尼籍施工管理人员莱斯塔
里说，两国建设者真诚合作，确保项
目建设顺利推进。“这些宝贵的技术经
验，将在印尼交通基础设施自主发展
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印尼城市治理研究所研究员阿赫
亚尔表示，雅万高铁建成后，将显著
提升印尼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促
进人员和商品流动，给沿线城市带来
更多发展机会和巨大经济效益，有力
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徐伟）

雅万高铁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整体工程施工完成约71%，其中线下工程完成超过80%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巴塔吉尼卡至旧
帕佐瓦段左联络线近日开通运营。这一
项目由中国铁路国际公司和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联营体承建，成为继贝
尔格莱德至泽蒙段左线、泽蒙至巴塔吉
尼卡段左线开通后的第三个开通运营区
段。至此，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至旧帕
佐瓦段实现左线贯通，便利了沿途百姓
的日常通勤。

中塞全体参建人员在确保安全防疫
的前提下，坚守在施工一线，保障项目
全速推进。“匈塞铁路是多国合作项目的
成功范例，将成为塞尔维亚的另一张名
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近日在视察匈
塞铁路项目时表示。

“匈塞铁路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
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一次重要

对接，项目将极大推动中国—中东欧国
家合作以及区域互联互通。”匈塞铁路塞
尔维亚段项目负责人周鑫表示。

匈塞铁路改造和新建完成之后，贝
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的旅程将从目前的
8小时缩短至3小时以内，不仅可以大大
方便民众出行，更可以让部分货物运输
分流至铁路，加快运输速度，提高巴尔
干地区经济联系效率，极大带动当地经
济增长。

“疫情期间，匈塞铁路项目持续推进
令人振奋，也标志着塞中务实合作稳步前
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一带
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娜·拉德瓦
茨表示，匈塞铁路拉近了塞尔维亚与欧
洲中心地带的距离，将助力塞尔维亚发
展成为地区交通、物流枢纽。 （韩硕）

匈塞铁路新区段开通运营

埃及首都开罗向东约50公里处，中
企承建的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
（新首都 CBD） 一期工程已初具规模。
正在施工中的标志塔如今已成为埃及新
地标，当地人视其为埃及经济建设的骄
傲。

曾经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一栋栋高
楼正拔地而起

清晨，太阳缓缓爬上地平线，大漠
中高楼与吊塔的轮廓逐渐清晰。埃及工
程师瓦利德登上标志塔，从高处眺望远
方，用手机拍下壮丽的景色。“项目开工
1000多天，曾经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一
栋栋高楼正拔地而起。中国企业给我们
新首都的建设带来巨大变化，我有幸成
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瓦利德说。

据介绍，标志塔设计共80层（385.8
米），目前已施工至356米，核心筒施工
至74层，钢结构施工至59层。钢结构施
工曾创下3天一层的当地施工纪录。瓦
利德感叹说：“这样的建设速度令人惊
叹。非洲第一高楼已经在这里诞生！未
来它将吸引世界的目光，为埃及发展带
来新机遇。”

新首都CBD 项目由中国建筑承建，
计划在约50.5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写
字楼、酒店、公寓等20个高层建筑单体
及配套市政设施，总建筑面积约 170 万
平方米。目前，项目大部分高层主体结
构施工接近尾声，已有10栋高层办公楼
主体建筑封顶。

要在沙漠这样的复杂环境中建设超
高层建筑，独特的地质结构、常年风
沙、夏季高温等都是巨大考验。中埃双
方共同努力，破解项目施工中的难题。

“为确保直径约70米、厚达5米的多边形
钢筋混凝土超大底板浇筑顺利进行，我
们研发了沙漠气候条件下耐久性强的自
密实流态混凝土水化热控制系统，并针
对混凝土配比进行技术攻关，取得了最

佳配比数据和指标。”标志塔项目执行总
经理魏建勋说，浇筑当天，12条混凝土
生产线开足马力，128 辆搅拌车不间断
运输，100 余名专业工程师驻点督查生
产线运作，仅用38小时便完成了任务。

“中国企业在建筑领域拥有非常先进
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他们运用的很多
技术，如模板用法、爬模技术、检测方
法、桩基技术等，对全埃及建筑行业都
将有非常大的启发和带动作用。”项目埃
方建设商务开发部主管艾哈迈德·阿兹
米称赞说。

每一位新员工都能得到精准培训，
快速成长

卡车穿梭、塔吊转动、机器轰鸣
……建设工地热火朝天。高峰时期，每
天有6000多名埃及员工与2000多名中国
员工在这里轮班工作，带动了当地年轻
人的就业与职业技能提升。

“我从小便有个梦想，就是能成为优

秀的土木工程师，建造出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建筑。能够加入中国企业团队，参与新
首都CBD这样大体量、高难度的国家级
项目，我感到非常幸运。”项目P4标段
的埃及小伙阿穆尔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28岁的阿穆尔毕业于埃及艾因夏姆
斯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来项目工作后，
每天除完成规定工作，阿穆尔下班后还
拉着中国同事交流经验技术，并整理成
笔记，同其他工友分享。“这几年，我从
中国同事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工作方
法，接触到很多先进的建造技术，这让
我的业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在这里，每一天我都能学习到新知
识。”工程师马哈茂德说，在项目工作期
间，他第一次参与建设超高层建筑、第
一次了解人工挖孔桩技术、第一次浇筑
庞大厚实的桩基筏板……“中国企业在
项目上推行‘师傅带徒弟’模式，为新
入职的员工安排两位经验丰富的中方、
埃方业务‘导师’，将教学培训工作常态

化。这样，每一位新员工都能得到精准
培训，快速成长。”

项目监理主席叶海亚认为，开展当
地员工培训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

“它将对整个埃及建筑行业水平的提高产
生积极影响。”

埃中各领域合作越来越多，两国人
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每当开斋节、宰牲节等当地传统节
日到来时，我的中国同事们都十分重
视，为埃及员工举办丰富的庆祝活动，
准备节日礼物。公司还特别关心困难员
工家庭，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
这些举措都让我感到非常温暖。”项目行
政助理迪米安娜·塔德罗斯表示，在春
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她也会与
中国朋友一起写春联、吃月饼，共同庆
祝节日。“企业开展的活动人情味十足，
极大增进了我们彼此的了解和感情。”

“中国企业的到来，让我们对建设好
自己的国家充满信心。”在中国建筑工作
了 30 多年的埃及员工哈南说，“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埃中各领域合
作越来越多，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这是埃中两国携手打造的建筑奇
迹。”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新首都
CBD项目不仅是埃及的新地标，也将是
埃及现代化的象征。埃及《消息报》指
出，项目建成后埃及将真正拥有世界级
高档中央商务区。

“埃及是最早响应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国家之一。新首都CBD等多个中
企在埃实施的大型项目，是互利共赢伙
伴关系的重要写照。”开罗大学经济与金
融法教授贾巴拉表示，通过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多边主义和团结共赢的理
念再次得以弘扬。

夜幕已至，星月相伴，焊花飞舞，
中埃建设者合作奋战的画面，令人久久
难忘。 （周輖）

埃中两国携手打造的建筑奇迹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近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加强水合
作，帮助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保
护，让当地民众喝上放心水、用上干净
水，助力提升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

在加纳援建1029口水井——
造福50万人，村民载歌载舞表达喜

悦之情

一大早，江西中煤加纳公司负责人
秦俭和两名中方员工就从加纳首都阿克
拉出发，驱车约2个小时来到位于东部
省的古阿由兹村小学。距这所小学20米
处有一口中国援建的水井，排队打水的
村民双手轻压水泵，清澈的井水就从水
龙头中缓缓流出。

“帮我们挖井的中国亲人来了！”小
学副校长阿图亚·奥图笑着说。

此前，当地村民只能去积雨水的池
塘或沟渠里觅水，不但没有保障，也不
卫生。如今，他们盼来了源源不断、清
澈甘甜的井水，顶着盆、拎着桶打井水
成为当地一道新的风景线。

中国援加纳水井项目的1029口水井
分布在加纳全国6个省832个村，施工点
多，且都在偏远农村地区，项目组的工
作强度很大。秦俭表示，按照在中国打
井的经验，一般打10到20米就会出水；
可在西部非洲，能在 40 米深度打出水
来，那都是“运气好”，有些时候，就算
打到60米，都不一定有水。“能为当地
人打出井水，让我们很开心。”

在北部图纳·尤勒耶里村打井的经
历，让项目组记忆深刻。当地地质条件
复杂，连续打了几口井都没有出水，项
目组准备将打井点移到其他村庄，让两

个村子共享水井。图纳·尤勒耶里的村
民得知后，专程找到中方工作人员，请
求“再试一试”。项目组于是从国内调来
了大型勘测设备，用上多种技术手段，
加大勘察范围，终于找到一处合适的打
井点。出水那天，村民们聚在一起，载
歌载舞表达喜悦之情。

2019年，中国援加纳水井项目顺利
完工并交接，超过50万加纳人受益。加
纳环卫与水资源部部长塞西莉亚·达帕
对中国政府和项目组人员表达衷心感
谢：“中国政府的援助高度契合加纳需
求，我们一定使用好、维护好这些水
井，让它们发挥更大、更长效的作用。”

在哥伦比亚升级改造水厂——
满足几百万人用水需求，产生巨大

环境效益

缇比托克水厂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
哥大以北约40公里的小山坡上，从流经
山脚的波哥大河取水，处理后向波哥大
市部分居民和周边几个小城市的居民供
应自来水。自上世纪50年代建成以来，
由于污泥污水长期直接排放，水厂近旁
竟形成了一片3米深、面积54万平方米
的“污泥湖”。近年来，由于河流水质恶
化，水厂处理能力下降到了每秒5.5立方
米至7.5立方米。

今年 2 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总承包的缇比托克水厂升级改造
工程正式启动，计划通过新建设施、升
级设备，让水厂的处理能力恢复甚至超
过最初设计水平，满足350万至500万居
民的用水需求。

治理“污泥湖”是升级改造工程的第
一步。“我们详细研究了施工设计，制定

了清晰明确的施工措施，力求以最高效
的方式打造优质工程。”哥伦比亚土木工
程师约兰达·加莱亚诺告诉媒体，原先
水厂没有污泥污水处理系统，产生的废
物废水只能直接排放。改造后的水厂将
配备完善的处理系统，污泥将由专门区
域处理，污水则循环使用，节约水资源。

眼下，施工人员正在修建一条连接
外部与“污泥湖”的道路，为运输清淤
疏浚设备作准备。中哥双方共同组建了
一支施工小组，包括土木、机械、电
气、自动化和控制等各领域技术人员，
合力推进项目实施。项目经理白学斌
说：“水厂周边和下游居民都将从水厂的
升级改造中受益，这是一项将产生巨大
环境效益的工程。”

加莱亚诺与中方团队的合作“愉快
而富有成效”，他说：“国家间公共服务
领域合作十分重要，与民众生活息息相
关。中国技术、文化等都给我们带来了
有益启示。”

在哈萨克斯坦承建灌溉工程——
节水近40%，有效缓解农业用水供

需矛盾

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的塔
拉兹，是哈萨克斯坦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千百
年来，在塔拉兹河的滋养下，这座边境
古城的居民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
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身处欧亚大陆腹
地，且与沙漠毗邻，塔拉兹市仍然极度
干旱，提高灌溉效率刻不容缓。

去年初，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江布尔州农业灌溉项目在塔
拉兹市正式启动。中土集团哈萨克斯坦

分公司项目经理周丽东介绍说，该项目
旨在通过改建老旧水渠，增加灌溉水的
供应，扩大种植面积，优化农作物生长
条件，提高塔拉兹河与阿夏河流域的农
业现代化程度。

卡纳特是土生土长的塔拉兹人，家
里世代务农。他家的菜地就位于项目水
渠旁。据他介绍，老水渠年久失修，到
处是漏洞，已经难以发挥灌溉作用。因
为缺水，家里将近一半的田地无法耕
种。“新水渠建成后，我家可耕种的土地
面积几乎可以翻一番，玉米、瓜果、苜
蓿都能种起来。”

除了增加灌溉面积，该项目还能大
幅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项目总工程师拉
希赫表示，阿夏—塔拉兹灌溉水渠采用
先进的渠道防渗灌溉技术，能够节水近
40%，有效缓解本地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与水资源供应之间的矛盾，提高农作物
和粮食产量，对实现本地农业生产与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我在这儿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
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哈萨克斯坦姑娘
爱曼曾在中国学习汉语，目前担任项目
翻译，是项目招聘的数百名当地员工之
一。进项目组4个多月来，她不仅进一
步提升了语言能力，还跟中国同事学了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审阅、工程预
算、预制件安装等专业知识，“我的目标
是成为出色的项目助理”。

根据计划，塔拉兹灌溉项目将于今
年夏天完工。周丽东说：“希望在这个项
目的带动下，当地能逐步形成从农产品
种植、加工到出售的一条龙产业链，更
好实现农业升级发展。”

（吕强 朱东君 周翰博 颜欢）

喝上放心水 用上干净水

中外水合作助力民生改善

作为中冶宝钢产业版块中的一部
分，上海宝九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凝心
聚力谋发展，进一步优化市场布局、进
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牢固树立国有企
业的使命担当。

2021 年，宝九和公司在中冶宝钢领
导、各职能部室、各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协
助下，转变市场营销思路，强化协同推进。

内部协同组织落实 拓宽国内外市
场点位

2021年，宝九和公司充分发挥自身
在耐材领域的产品、技术优势，积极对
接中冶宝钢各分子公司，借助兄弟单位
在应用领域的市场资源优势，开展区域
产业协同，加强联合营销。与重机分公
司就特种车辆用耐火泥项目开展合作，
为宝九和公司耐材销售拓宽了应用渠
道，也为与重机分公司在黑色、有色冶
炼市场的进一步合作树立了样板；与柳
钢就 3 号高炉用出铁沟耐材总承包项
目、与日照控股就新建2座3000立方高
炉用出铁沟耐材总承包项目、与山钢股

份莱芜分公司就新旧动能转换新建2座
3800立方高炉用出铁沟耐材总承包项目
开展技术交流，并成功注册日照控股、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合格供应商，为吨
铁项目开拓奠定了基础；与越南河静钢
开展技术交流，推动了后续出铁沟业务
再次承接和业务拓展工作。

充分发挥社会资源效应 推动出口
业务再创新高

今年年初，因国家铁路总局出口铁
路车皮控制，铁路车皮审批量大幅降
低，造成宝九和公司出口货物大量滞
留。另外，受整体海运市场形势影响，
出口集装箱价格暴涨，甚至较2020年涨
幅超过100%，对宝九和公司海运订单的
承接造成严重冲击。在不良环境影响
下，宝九和公司积极组织社会资源，落
实车皮和船运计划，通过跨区域铁路站
点计划申报、海运船次提前落实等切实
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利影响。4
月份，仅俄罗斯、乌克兰出口订单超过
8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47%，较1-3
月份订单总量增加47%，呈现良好态势。

2021 年，是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也是中冶宝钢“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
年，宝九和公司全体人员严格按照中冶
宝钢战略规划部署，坚持“市场是企业
长久发展的沃土”，“到有草的地方放
羊、到有鱼的地方撒网”，践行“一天也
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企业精神，
用实干精神奋力拼搏，牢固树立中冶耐
材品牌形象。 （通讯员 武传金）

中冶宝钢上海宝九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牢记使命担当 加快海外市场拓展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