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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兴，则南南合作兴、“一带
一路”兴。2017年6月1日，由肯尼亚与
中国合作建设的蒙巴萨至内罗毕现代化
标准轨铁路 （以下简称蒙内铁路） 正式
通车，这是肯尼亚百年来第一条现代化
铁路。

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之
一，蒙内铁路与非洲人民的发展诉求高
度契合。五年来，这条全部采用中国标
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的铁路切实造
福非洲人民，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
位，带动互联互通与经济发展，并助力
中国先进技术向肯尼亚转移，为肯尼亚
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奠定坚实基础。在我
国明朝郑和曾造访的非洲大陆上，以蒙
内铁路为代表的一朵朵新时代中非友谊
之花、合作之花正在盛开。

技术转移“授人以渔”
师徒共建蒙内铁路

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为肯尼亚民众
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和技能学习机会。
中国为肯尼亚累计培养了1700余名铁路
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并在肯尼亚建立
了人才培训基地和铁路技术学院，助力
当地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五年来，蒙内
铁路在人才培养与技术转移等方面给东
非国家带来的切实好处有目共睹。

“我只是一名平凡的铁路工作者，来
到肯尼亚作为一名技术指导老师，我最
大的价值就是把学生们教好……”面对
镜头，蒙内铁路轨道车综合工区工长衡
磊腼腆地笑了。衡磊主要负责铁路轨道
车相关技术指导，带出了不少来自中肯
两国的徒弟。铁路轨道车由重型轨道车
和轨道平车组成，是铁路建设、设备修
理、抢险和检查等工作的主要运输设
备，也是蒙内铁路建设维护的重要一环。

作为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确定的“十大合作计划”重要成果、共
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蒙内铁路是
肯尼亚独立以来投资最大的基础设施工
程。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公司
以属地化技术转移为重点，培养了一批
能够独立作业的肯尼亚铁路专业技术人
员。在衡磊所属的轨道车综合工区，目
前有中方轨道车司机、肯方轨道司机、
肯方轨道副司机合计18人。衡磊的肯方
徒弟约翰·奥克奇就是其中之一。

出生在肯尼亚西部小镇的约翰·奥
克奇接触蒙内铁路项目工作之前，对铁

路与火车完全没有了解。“蒙内铁路改变
了我的人生，让我能够养活家庭、提升
职业技能，很感谢这条铁路为肯尼亚人
民带来的改变和工作机会。”奥克奇真诚
地说道。

“我目前指导过 20 多名学员，奥克
奇工作学习上很认真，不懂就问，接受
能 力 很 强 很 聪 明 ， 是 我 的 ‘ 优 秀 弟
子’。”提到奥克奇，衡磊十分骄傲。“我
教过的这些学员都非常优秀，很聪明也
很有耐心，学习过程中很虚心好学，能
看得出来是真心热爱铁路事业的。”衡磊
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中肯
师徒“传帮带”的学习模式推进肯方机
车工作人员属地化工作迈上新台阶，为
肯尼亚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轨道车在肯尼亚是一门新技术，老师教
会我很多知识与技能，包括在时间管理
方面对我产生了很深影响，我为衡磊老
师感到骄傲。”从“技术小白”成长为可
独立作业的轨道车司机，奥克奇再三表
示，十分感激“中国老师”衡磊的无私
帮助。

提到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衡磊
表示，来到肯尼亚之初，在文化和语言
方面遇到过“尴尬”。“我不会说英语，
学员们不会说中文，一开始沟通交流效
率不高。”衡磊回忆。

为解决语言难题，工作期间，老师
与学员互相学习，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加深了友谊。“每年中国春节，他
们都会自发地聚在一起拍个小视频，一
起为我和我的家人送上美好的新年祝
福，这让我非常感动。”衡磊骄傲地说。

说起家人，衡磊心中不无愧疚。参
与项目五年半来，他仅回国探亲过三
次。“确实有没照顾到家里的地方，但有
句老话，‘舍小家，顾大家’，我愿意参
与到蒙内铁路项目建设上来，为‘一带
一路’建设贡献绵薄之力，我相信我的
家人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新手爸爸”奥克奇的孩子才三个月
大，他表示身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学
习斯瓦希里语，他希望未来女儿也能学
会中文，参与到中非交流中来。谈起中
国，奥克奇兴奋地说：“我还没有去过中
国，我认为中国有很多新技术和我不了
解的事情，我很想去中国看看，最想去
的城市是北京。”

从对铁路毫无概念到能独立作业，

从为语言障碍“发愁”到与肯方学员结
下深厚友谊，蒙内铁路上的一段段中肯
师徒情，正是中肯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的写照。五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
指引下，中国以自身技术优势带动肯尼
亚人才培养和技术发展，蒙内铁路这条
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
造的现代化铁路早已成为连接中非文明
的纽带，蒙内铁路列车上的标语“连接
国家，走向繁荣”正逐步成为现实。沿
着友谊铸成的铁轨，中非人民将携手驶
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发挥双语人才优势
助力中肯培训交流

赖茨港站位于肯尼亚东部港口蒙巴
萨，是蒙内铁路的第一站。作为赖茨港
站副站长，29岁的赫斯本·阿金加主要
负责货物的转运工作。除此之外，他还
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充当中方铁路培
训师和肯方员工之间交流的桥梁。

自2014年蒙内铁路开工以来，中肯
双方员工交流便是一大难题。以前，大
家只能使用翻译软件，同时加上肢体语
言才能勉强沟通，但效率低下，表达效
果也不尽如人意。像阿金加这样的双语
人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
题，落实了“以肯培肯”的培训方式，
为转移中国铁路技术、完成铁路人才可
持续储备打下了坚实基础。

阿金加从小就渴望学习一门外语。
他先在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了三个
月的汉语，后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中国
哈尔滨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交流
学习。回国后，凭借其语言优势，阿金
加成为了第一位在赖茨港站工作的肯尼
亚人。

一开始，他对铁路运营的知识知之
甚少，但凭借其自身的兴趣、努力和中
文优势，他逐渐掌握了列车接发车、铁
路管理、消防安全等相关知识，从负责
采购的小秘书成长为如今管理着42个员
工的副站长。“学习中文时没有想到我会
成为一名铁路工作者，中文带给了我很
多机会。”2021年9月，阿金加还线上参
加了由商务部主办、北京交通大学承办
的肯尼亚铁路运营管理研修班，并作为
学员代表发言。他表示，这些课程丰富
了他对铁路运营与管理的知识。

作为赖茨港站唯一一位会汉语的肯
尼亚人，阿金加是这里的大忙人。每当
中方培训师讲课和演习操作时，他都需
要陪同他们一起去往现场，并按照中方
培训师的演示解释每个概念的含义。“会
中文能让我直接与中方培训师交流，这
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我也能更
好地将知识转达给我的同事们。”有趣的
是，现在肯方员工独立作业时，也会使
用像“推进”“连接”这样的中文操作术
语。阿金加表示，“大家已经习惯并且爱

上了这样的交流方式。”
阿金加也会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教

当地员工乃至他的家人学习中文。“大家
都对中文很感兴趣，经常会指着身边的
事物，问我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

阿金加所在的赖茨港站是货运车
站，有时他也会到旁边的蒙巴萨西站客
运站帮助语言不通的中国旅客。“很多
中国人在线上购买车票后不知道如何在
线下打印，这个时候我就会过去帮助他
们。”平日里，如果碰见因语言障碍沟
通不畅的中国人，他也会上前帮忙。他
笑着表示，因此还结交了不少中国好朋
友。

谈及未来的职业规划，阿金加希望
自己能够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帮助更多
的肯尼亚人学习相关铁路知识，为蒙内
铁路和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全冠军”刻苦钻研
独立自主勇当中坚

检查调车设备状态，分析平面无线
调车系统的监控录像，监视调车作业，
检查防溜措施，确认车间消防安全……
在一项项熟悉的工作中，蒙内铁路内罗
毕终点站运转车间的副主任皮顿·恩霍
洛日在内罗毕车站中迎接列车又一次平
安归来。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肯方调车班组开
始独立作业以来，像这样的场景已经重
复了成百上千次，融入恩霍洛日的工作
日常。恩霍洛日说：“我很享受目送列车
安稳、准时地运送旅客与货物。”

恩霍洛日是蒙内铁路肯方调车独立
班组的领头羊。在他的带领下，迄今为
止，这一班组已独立完成调车作业1086
批次，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

在加入蒙内铁路之前，恩霍洛日已
从事 9 年的货物清关及物流相关的工
作。2016 年，通过在铁路局工作的父
亲，恩霍洛日第一次了解到正在修建中
的蒙内铁路。“一条崭新高速的铁路，将
首都内罗毕至重要港口城市蒙巴萨的路
程时间由十余个小时缩短至四小时。”恩
霍洛日这样描述自己对蒙内铁路的初印
象。于是，这一年他怀揣着憧憬，进入
蒙内铁路的运营公司非洲之星铁路公
司，成为一名实习工人。

刻苦钻研、稳扎稳打，恩霍洛日从
实习工人一步步成长为连接员、调车
长，乃至调车指导。现在，他已经成为

内罗毕终点站的运转副主任，肩负起领
导肯方调车独立班组的重要职责。

恩霍洛日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
中方同事给予了他很多帮助。2021 年
底，恩霍洛日开始负责管理肯方员工的
日常工作，角色的转换给他造成了不小
的挑战。在中方同事的协助下，恩霍洛
日顺利适应了新岗位。他说：“我学习了
许多管理技巧以及规划工作的经验。”恩
霍洛日表示，中国人令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守时精神和安全意识，现在这位老练
的铁路员工也成为了时刻把安全挂在嘴
边的人。“安全重于泰山！”恩霍洛日总
是这样强调。

对于自己的工作，恩霍洛日充满自
豪：“蒙内铁路便捷高效，提振了肯尼亚
的经济……而我的工作十分重要，关乎
着乘客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我
不仅是公司的‘安全冠军’，还是我们团
队的模范员工。”谈及未来，恩霍洛日
说，希望自己团队里的每位员工都能在
自己的领域深入钻研，都能成为“安全
冠军”。

今年34岁的恩霍洛日在他的团队中
已然是一位前辈。这个由 42 名肯尼亚
人组成的团队，大部分成员年龄在 25
至 35 岁之间。他们也都和恩霍洛日一
样，在和中方员工共同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开始独立进行铁路调车作业。恩霍
洛日认为，“尽管还未完全成熟，但这
个年轻的团队正不断进步，他们犯的错
误越来越少了，时间和安全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

据运营公司非洲之星介绍，恩霍洛
日的团队是蒙内铁路最早开始独立作业
的肯方班组之一。目前各部门共设置肯
方独立班组26个。2019年10月开通的蒙
内铁路西北延伸内马铁路的列车，则全
部由肯方司机独立驾驶，作业层面除列
车调度员、两大站车站值班员、信号系
统维护主要铁路工种外，其他工种已经
基本实现肯方独立作业。

肯尼亚的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
有一句谚语：“被人背者亦须抓紧”。对
于恩霍洛日的团队而言，独立作业正是
他们“抓紧”的开始。眼下，他们还面
临不少挑战，但是恩霍洛日相信，他们
将会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本土队伍。

“因为人就像一滴雨水，而汇集在一
起就像海洋。”恩霍洛日说。

（于洋 周琳佳 宋歌 崔译戈）

蒙内铁路运营五周年：“一带一路”再结硕果 中肯合作谱写新章

巴西幅员辽阔，国内 80%的用电负
荷分布在南部和东南部发达地区，而发
电中心则位于北部亚马孙河流域，南北
跨度超过2000公里，因此在电力负荷快
速增加的背景下，巴西电力部门一直希
望能够运用输送容量大、距离长、损耗
小的特高压技术，打造一条贯穿南北、
稳固快速的“电力高速公路”，把北部的
大规模水电输送到人口稠密、经济发达
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中国特高压技术解决巴西电力分布
不均问题

特高压是先进、安全、高效、绿色
的输电技术，也是中国为数不多、世界
领先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中国和巴西

作为两大重要的金砖国家，在能源电力
领域的合作早就开始，中国企业为巴西
修建输电线路，能够有效解决巴西国内
电力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同时还能给当
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是满足巴西能源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一条切实可行的发
展道路。

巴西美丽山项目是巴西第二大水电
站——美丽山水电站 （装机容量1100万
千瓦） 的±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送出工
程，是美洲第一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可将巴西北部的水电资源直接输送
到东南部的负荷中心。工程起于巴西北
部的帕拉州，止于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
州，需新建欣古、伊斯特雷都 2 座换流

站，线路全长2084公里。
在参与竞标的多国公司中，中国国

家电网公司以特高压输电技术、丰富工
程经验和本地化项目管理团队脱颖而
出。2014 年 2 月，国家电网公司与巴西
国 家 电 力 公 司 联 营 体 （中 方 占 股 比
51%） 成功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
直流送出项目。这是中国在海外中标的
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标志着特高
压技术“走出去”取得重大突破，是中
巴电力合作领域新的重要里程碑。

巴西美丽山项目分为两期，国家电
网公司在联合中标一期项目之后，又开
始独立投资、建设、运营二期项目。
2017年9月1日，在中巴两国元首的共同
见证下，巴西矿产和能源部前部长费尔
南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国国家电网
公司正式颁发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特高
压直流输电二期项目开工许可证。

美丽山二期项目输电线路达2550公
里，跨越巴西5个州、81座城市，人口
近2200万，有效解决了巴西北部亚马孙
流域清洁水电外送和消纳难题，满足了
巴西北电南输的需求。

用先进技术和一流经验克服诸多
挑战

美丽山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恶
劣气候条件带来的挑战。巴西北部气温
常年在3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达46摄
氏度，且每年约 6 个月持续雨季，多暴
雨，年降水量1800毫米。野外施工对道
路要求较高，而巴西基础设施建设较薄
弱，施工区多土路，小桥多，承压能力
弱，这增加了雨季野外施工特别是将重

型设备运抵施工区域的难度。除了面临
天气的挑战，项目建设过程还面临巴西
国内严苛的环境评估监测。

国网巴西用先进的技术和一流的经
验，成功进入巴西市场，以大型特许经
营权项目为平台，将中电装备、南瑞集
团、中电普瑞、山东电建、山东电工电
气集团等一批工程和设备制造企业带入
巴西，带动国产设备、技术和服务“走
出去”。山东电建一公司所辖248公里线
路提前90天完成全部导线展放工作，实
现月导线展放平均50公里的高速度，远
超同线路其他承包商月均不到30公里的
放线效率，最高峰值实现单月放线 60.5
公里，创造了南美洲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导线展放最高效率纪录。

参与建设的中方企业克服诸多挑
战，创新施工方案，提前 2 个月完成项
目建设。2020年12月，巴西美丽山二期
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成为
首个获得“中国工业大奖”的中国企业
海外项目。同时该项目严格履行环保责
任，是巴西近年来第一个零环保处罚的
大型工程，获评年度“巴西社会环境管
理最佳实践奖”。

国家电网巴西控股公司高级顾问、
巴西电力专家保罗指出，美丽山水电站
项目把来自北部的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
里约州和圣保罗州，满足了巴西最重要
的经济中心的用电需求。中国企业为巴
西打造了一条先进、高效和可靠的“电
力高速公路”，使 2200 万人口受益，为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邓国庆）

中企助巴西打造“电力高速公路”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晨曦初露，不
少旅客拎着大包小包，赶往郊外的拉布车站。每天
早上 8 时，亚吉铁路最早一班客运列车从这里出
发，驶向亚丁湾西岸。

亚吉铁路作为东非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连接埃
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是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
路，被誉为埃塞的运输生命线和“新时期的坦赞铁
路”。由中国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土木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建、运营的亚吉铁路全长
752.7 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于 2016 年底开始试
运行，2018 年1月1日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站台上，身着红色制服的埃塞俄比亚籍列车
员，整齐地站在每节车厢入口处帮助旅客登车。看
到中国访客，列车员塔芙拉高兴地说：“欢迎欢
迎，这可是中国朋友帮我们修建的铁路和制造的列
车。”

“呜——”，随着一声清脆响亮的长鸣，列车缓
缓启动。“亚吉铁路通车之前，我们这儿大多数人
没见过火车。”塔芙拉兴奋地聊起铁路带来的变
化。6 年前，塔芙拉通过招聘当上列车员。“亚吉铁
路招聘了数千名埃塞当地员工，中国运营团队对我
们进行了专业培训，管理也很人性化。”工作的年
头越久，塔芙拉对这份工作的感情越深，“你进站
之前，看到在车站广场上出售食品饮料的人了吗？
他们原来都是农民，火车开通了，车站建好了，他
们便做起生意，生活也富裕起来了。”

出发半个多小时后，列车到达一个名叫阿达玛
的车站，离塔芙拉的家不远。“每次倒班回家，父
母总会做些好菜，有牛羊肉、鸡肉甚至鱼虾等，这
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她滔滔不绝地说着，“现
在，我们的腿脚仿佛变长了，可以到更远的地方，
走亲戚、经商、上学……铁路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

亚吉铁路为埃塞打通了出海通道，极大地提高
了物流效率，给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膀。据埃塞有关部门统计，自投入运营以来，亚
吉铁路运能每年提高 25%至 30%。截至 2021 年年
底，亚吉铁路累计运送旅客约30万人次。

同时，亚吉铁路的畅通运行，在埃塞和吉布提
之间建起一条经济走廊。埃塞在铁路沿线规划了 13
个工业园区，创造了 10 多万个就业岗位，有力地带
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亚吉铁路对埃塞经济的
拉动作用不可低估，它寄托着国家发展的希望。”

《埃塞先驱报》 评论称。
埃塞俄比亚战略研究所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部

主任梅拉库表示，亚吉铁路为内陆国家埃塞开启了
一条通向港口的大动脉。事实证明，埃塞搭上了中
国发展的快车，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亚吉铁路建设
项目经理奈特桑尼特·侯赛因看来，有了亚吉铁
路，埃塞民众出行更便利，物流更畅通，“亚吉铁
路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列车快速前行，一棵棵树冠宛若伞盖的金合欢
树从车窗掠过。“从小到大，我对金合欢树司空见
惯。然而，当我成为一名列车员后，每当通过车窗
看到金合欢树时，感觉它们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充
满希望。”塔芙拉的眼眸闪着光亮，言语间充满了
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黄培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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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3月到6月，坦桑尼亚的桑给巴
尔进入雨季。往年一到这个时候，农民
阿卜杜拉就开始发愁：“一方面，雨季时
雨水充沛，却储存不了，哗哗流走了；
另一方面，雨季过后旱季来临，又没水
给庄稼灌溉，农田很干旱。”由于耕作技
术和农业水利基础设施落后，桑给巴尔
超过 8000 公顷具备灌溉潜力的土地中，
仅有 800 公顷能得到灌溉，严重制约了
当地农业发展。

2022 年 7 月，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下属水电九局承建的灌溉项目完成建
设，阿卜杜拉看到了丰收的希望。该项
目包括4座水库、49口水井、113.5公里

灌溉渠、94.7公里排水渠、100公里农田
道路及1524公顷土地平整等，分布在桑
给巴尔最大的两个岛——桑给巴尔岛和
奔巴岛上。项目投入使用后，桑给巴尔
可灌溉土地面积预计增加至1800公顷。

“谢谢中国朋友，灌溉工程让我家的
耕地变多了。”一条新建的灌溉渠不远处，
是阿卜杜拉家的芒果园。灌溉项目建设过
程中，中国企业还拓宽了沿线道路。不久
前，一条平整的乡间道路将芒果园和主干
道连接起来，“农用车在路上行驶得平稳
多了，我们采收芒果更加方便，周边的农
民也受益良多。”阿卜杜拉说。

农民哈桑的家在桑给巴尔岛北部。

2019年项目开工之初，他应聘到项目部
工作，担任助理测量工程师。“3 年来，
我参与了每个灌区的测量和建设，见证
了一座座大坝拔地而起，一条条渠道开
挖通水……”看着岛上一望无际的耕
地，哈桑动情地说：“灌溉项目的建成，
实现了我们村民的共同心愿，旱涝灾害
将极大减少，庄稼灌溉也将拥有稳定水
源！”

在项目建设高峰期，近 500 名桑给
巴尔居民参与了建设。“中国同事手把手
教我们操作试验仪器、全球定位系统测
量仪和各种机械设备等，提高了我们的
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现在，哈桑和

同事们都成了当地抢手的基建人才。
2021年11月，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第

二副总统阿卜杜拉在视察灌溉项目时感
叹说，灌溉项目是当地的重大民生工
程，建成后可大力提高桑给巴尔的粮食
生产能力，对解决当地民众面临的粮食
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中国团队为项目建设作出的贡
献。”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前总统谢因表
示，近年来，中国在医疗、卫生、教
育、基础设施等领域向桑给巴尔提供了
各种无私帮助，“我们愿与中方加强交
流，进一步推进两国友好和务实合作。”

（周輖 黄培昭）

“实现了我们村民的共同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