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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寒风
凛冽，但是在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一
群群治沙人，将“冬闲”变“冬忙”，让冬
雪来保墒，继续奋斗在防沙治沙一线——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主战场的主阵地上。

标距测量、划线栽植、沙障铺设……
随着一株株长 30 厘米左右的沙柳铺设进提
前画好的线上，连绵起伏的沙丘上渐渐出
现了纵横交错的方格沙障，成为防沙固沙
的坚实屏障。

杭锦旗独贵
塔拉什拉召治沙
站 站 长 贾 文 义
说 ：“2023 年 杭
锦 旗 全 面 打 响
了 黄 河 ‘ 几 字
弯 ’ 荒 漠 化 综
合防治库布其沙
漠 治 理 攻 坚 战 ，
现在已经做了前
期沙障的栽植 ， 接 下 来 要进行杨柴、花
棒、沙柳等植物的种植，还要达到很高的
成活率，保护母亲河，改善当地农牧民的
居住环境。”

相隔 200 多公里外的毛乌素沙地腹地，
乌审旗 5万亩工程固沙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
实施，沙柳切割、运输和沙障铺设同步进
行。“我们已经完成了2.2万亩的工程固沙和
沙障的铺设，接下来将进行人工造林1.38万
亩。”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综合业务办主任
霍飞鹏表示。

作为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主战场之一，
鄂尔多斯一直牢记“国之大者”，坚决扛起

防沙治沙重任。2023年7月，全面治理库布
其沙漠、歼灭毛乌素沙地工程启动，鄂尔多
斯市委书记、市长亲自督战，各旗区迅速响
应、周密安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取得
日均治沙1万亩的骄人成绩。

闫伟，1979年生人，是这次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治理库布其沙漠的总设计师。

“我们团队充分考虑各种因素，设计出攻坚
图，大家虽然很累，但是看着成果，都很兴
奋，这是年轻团队第一次独立担此重任，这

个设计受到市委和上级林草部门的充分肯
定。”说起这张攻坚图，闫伟的话就收不住
了。从开始工作，闫伟一直在工程管理单位
一线，十几年间，走遍了库布其沙漠所有可
以治理的地方。“我跟着‘老林业’一起工
作过，知道了什么是艰苦奋斗，什么是无私
奉献，虽然现在的条件好了，但是这种精神
我们要更好传承，因为林草无易事。”

设计好了，需要的是实施，科技的加入
是攻坚战的一大亮点。

白旭东是90后。他打开无人机顶端的白
色料口，倒入飞播树种，接着关闭料口。做
这些动作时，白旭冬几乎是一气呵成。5秒

钟后，他开始摆弄手中的遥控器，“呜—呜
—呜”，重约 25公斤的无人机随即盘旋在库
布其沙漠上空。在白旭冬的引领下，另外 9
台无人机依次启动，这些一字排开的无人机
十分壮观。这就是造林现场的高科技场景
——无人机造林。这个遥控器可不好操作，
没有几年的硬功底是不行的。白旭东坦言，

“看见成活的沙柳，心里的成就感还是很强
的，我们90后是能干出成绩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在精心组织
实 施 好 天 然 林 保
护、三北防护林等
国家生态重点工程
的同时，进一步加
大地方投入，启动
实施“十大孔兑（蒙
语：季节性河流）”
综合治理等地方生
态建设重点工程。
与此同时，通过强

化政策引导，推行“以工代赈”“谁造谁
有”“以补代造”“以奖代投”等激励约束机
制，建立生态治理奖补机制，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引导社会力量进入防沙治沙领域，促
进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沙漠治
理开发集聚，治理速度以 1 年超过以往 10 年
的步伐快速推进，创造的防沙治沙“库布其模
式”广受称赞。

如今，鄂尔多斯定下又一个清晰的目
标：到 2030 年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 70%以
上，到2030年毛乌素沙地实现可治理沙化土
地全面治理，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作出鄂尔多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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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公交馆，半部交通史。2023年12月
1 日起，北京公交馆启动试运行，正式对公
众开放，6000余件藏品讲述北京公交百年故
事。观众可以体验当年的“挂票”，亲自踩
响铛铛车，还可以“定制”公交月票。

“您的左前方，静静立着一个锈迹斑驳
的车轮，足有 400 多斤重，这是北京第一代有
轨电车车轮的实物。在您右侧，一辆有轨电
车，正在从一间旧式厂房中驶出。”随着讲解
员声情并茂地讲解，参观者走进了展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辆钢木结构的有
轨电车，车顶写着“第一路”，车上还分一
等座和二等座，游客可上车参观。旁边的墙
上贴满了东西方从古至今公共交通的发展
史，展现了北京公交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积能蓄力日新月异，线路交织成网，技术突
破创新。

1899 年，北京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有
轨电车，修建了马家堡火车站至永定门的线
网和轨道，这是北京现代公共交通的肇始。

如今，北京公交馆展陈面积 5000 平方
米，馆藏物品6000余件，包括主力公交车型16
辆，互动区域10余个。其中人气最旺的，要数
16辆不同年代的仿制大公交。大鼻子道奇挂
着1路（前门—交道口）的车牌；“京一型”铰接
式无轨电车外形蓝色、米色相间，木质座椅、
木条地板逼真还原；“五七型”公共汽车，
1958年起投入运营，是公共汽车国产化的起

点；最勾起回忆的是“黄河通道”，作为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力车型，用黄河牌卡车
底盘制造，由此得名。

公交馆里不仅有北京交通工具的发展历
史，还有许多新奇好玩的老物件。在一个个
透明玻璃展柜中，不仅有电车公司员工的勋
章奖状、电车公司周年纪念刊、公司执照、
乘车规则、工作笔记本等文件材料，还有员
工上班时用的衣服、水杯、袋子、分币盒、
手持喊话器等物品。在它们身上，处处能看
到时代的影子。

馆里还设有高科技影像产品，更加生动
地展示了北京公交的发展演变之路。在“百
年回忆，车票记忆”展区，一整面墙上展示
出各个年代的公交车票，每张车票都承载着
一段历史记忆。在不远处的电子设备上，游
客还可以自选身份，自拍头像“定制”一张
老月票。

“建这个公交馆就是公益性质的，想让
大家多了解一些历史。让大家亲身感受一
下，摸摸实体的东西。”北京公交馆的工作
人员说。

馆内展览设置 5 个时间线索和 8 个专题
板块，讲述北京公交的起源和运营状况、战
乱中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重获新生、

“修复百辆车”“五七型”和“京一型”研制
成功、绿色公交环保初探、参与京津冀协同
发展等公交发展重要事件。

一座公交馆 半部交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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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牢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李振蒙

“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谢谢
你，中国朋友”

先后荣获“2022 年度央企十大暖镜头”
“西安好人”“陕西好人”“中国好人”“坦桑
尼亚 2022 年度中资企业‘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2023年西安国资国企好青年”“交通
运输部‘2022 年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

“中交最美职工”等一系列荣誉，这就是张
林，危难面前，挺身而出。

张林是中交二公局坦桑尼亚分公司工程
部部长，2022年 11月 6日，成为他终生难忘
的一天。在 PW494 次航班失事坠湖事故中，
张林作为唯一一名中国籍乘客，不仅成功自
救，同时还不惧危险勇救了一名异国幼儿。

在飞机坠湖无助的时候，一束光点亮了
张林生的希望。原来，是乘务人员把舱门打
开了一条缝。“打开舱门”，张林立即反应，
迅速上前推动舱门。在另一名乘客的帮助
下，舱门终于打开，生死之间的屏障打通
了。从舱内游出来后，张林首先爬上了浮在
水面的机翼，并用英语大声喊着疏导其他乘
客有序逃生，避免造成逃生通道拥堵。

这时，张林突然看到后舱门口处，有人
托举着一个幼儿正在挣扎，情况危急，幼儿
随时可能坠入水中。暂时脱离险境的张林没
有多想，立刻沿着机翼爬上机身，慢慢挪到
飞机尾部靠近后舱门的位置，看准时机后，将
孩子一把抱进怀里，再沿原路小心翼翼回到机
翼，等待救援。“孩子有危险，救人要紧啊！”张
林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不久后，张林抱着怀
里幼儿，和其他乘客一起被成功解救。

在此次坦桑尼亚航空事故中，24 人获
救，张林是获救乘客中的一位，也是唯一的
一名中国籍乘客。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上
午，被救幼儿的母亲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感
谢。“你是孩子的救命恩人，谢谢你，中国朋
友。”神奇的是，被张林救下的孩子在他面前
不哭不闹，还张开双臂让他抱，仿佛知道这
个来自中国的叔叔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孩子
的父亲说：“当听说一个中国人救了我的孩
子，我高兴地哭了。孩子现在很好。我永远
不会忘记张林的英勇行为，他的行动在我脑
海中不可磨灭。”

这是一个特殊事件，而正是这样的事件
却最直观地映射出这些朴实的中国建设者的
勇敢与担当。获救婴儿家庭因为语言不通，
时常会与张林的当地外籍同事联系，了解张
林的近况，这是一点一滴的爱的回馈。

所有人不知道的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
二天下午，张林就返回项目部，回归了正常
的工作。张林的同事评价道，除了拥有“一
颗金子般的心”，张林更是一个在工作中有担
当的人。张林和项目管理团队积极践行“属
地化”管理理念，大量聘用属地管理人员和
现场工人，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张林和同事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国外一些
落后地区，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有的经常
面临没水没电的困境，“我们能做一点就多做
一点，比如给项目附近的村民接个电、拉个
水管”。这是所有中国建设者在海外的缩影，
也正是这些点滴，浇铸出人间大爱。

细微之处见品格，关键时候见格局，危
难时刻见精神。张林用自己的真情实意传递
了跨越种族的大爱，以平凡人的微光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增添魅力。

“挺累的，但没有觉得苦”

连续在海外工作11年的胡志敏将中国方
案与项目所在国发展需求深度结合，深耕南

美，充分发挥交通基建全产业链优势，为项
目所在国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帮助所在国
人民实现梦想，赢得尊重。

胡志敏出生于内蒙古，一望无际的广袤
草原，是成长中最深的记忆之一。对于天的
另一边是什么，她总是充满想象，以至于考
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最强烈的愿望是去一
个离家遥远的地方。她或许未曾想到，如今的
自己，在离家最远的地球的另一侧——拉丁美
洲——已经连续驻外工作了10多年。

2013年，她开始在拉丁美洲常驻，几乎
踏遍拉美所有国家。多个国家多种业务的组
织和管理，塑造了她临危不乱、努力担当、
坚忍不拔的风格和特质。

在疫情肆虐、拉美国家封国封城的情况
下，她坐镇区域公司，指挥管理着区域内 22

个国别的业务开发、20个在建项目实施，看
护着 7000 多名中方和属地员工。墨西哥玛
雅铁路、哥伦比亚 Mar2 公路项目、秘鲁钱
凯码头、牙买加南部沿海路、格林纳达国际
机场……一条条公路铁路、一座座海港空
港，折射出中国央企在海外的不息奋斗，助
推着所在国的经济发展，连接着同命运、共
发展的梦想使命。

她是一位团队负责人，是港航工程博
士、教授级高工、英国土木工程特许工程
师，同时也是一位平常的知识女性、妻子和
母亲。

2013年中秋节期间，她刚刚在北京完成
了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面试考试，便立刻
启程返回拉美参加当地的土木工程年会。当
她放下行李奔赴会议室，完成了一个小时的

主题发言之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驻外工作，不仅面临旅途的辛苦，还面临

与家人的长期分离。作为女性，其中的付出与
艰辛往往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一个人的付出
背后，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持和互相理解。

她带着儿子出差，她的丈夫也陪伴她来
到拉丁美洲，暂时中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她对国际事业的追求和热爱也感染了自己的
小家，当年的孩童现已少年，混杂着几国语
言的儿子茁壮成长。

对于她拼命地忘我工作，先生最担心的是
她太劳累身体吃不消。有一天，先生问她：“你
这么累，觉得辛苦吗？”她说：“有时候确实挺累
的，但没有觉得苦。”这时先生忍不住说：“这么
辛苦劳累，你居然不觉得苦，有这样的激情就
甩开膀子好好干吧，不要辜负了人生和梦想！”

胡志敏以忠诚职业的操守、只争朝夕的
干劲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拓展进程中，执
着笃定地描绘着国与家同成长、共发展的工
笔画。

架起心灵相通的桥梁

李强是振华重工印澳区域中心的负责
人，在长达16年的海外工作经历中，他先后
驻扎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
甸、东帝汶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与
过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汉班托塔港、中巴经
济走廊瓜达尔港、孟加拉国吉大港、东帝汶
深水码头等重点项目的管理工作。

常年在外，最难舍的就是亲情。由于工
作繁忙，李强每年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总
是屈指可数。而去年从国内返回斯里兰卡
前，5 岁的女儿千叮万嘱要把自己准备的礼
物第一时间带给她的跨国小姐妹蒂汉妮。这
段可爱的“跨国友谊”源自去年 4 月印澳区
域中心组织的一场“小书包、大爱心，庆贺
兰卡新年、共建‘一带一路’”公益活动。

印澳区域中心一直非常注重文化融合，
管理团队尊重并融入当地文化，同时向当地
员工传播好中国文化，斯里兰卡子公司是印
澳区域中心下辖的三个子公司之一。每年 4
月 13—14 日，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与中国的春节类似。“希望在兰卡新年即
将来临之际，通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爱，
向孩子们传递一份温暖，让孩子们感受到中
国文化，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友谊种
子。”李强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当即就
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赞同。

当天活动现场，李强和同事们为86名属
地员工子女赠送了爱心书包、文具用品共计
3000余件，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了斯里兰卡
子公司，向他们讲述了中国历史故事，介绍
了中国传统节日，并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
好，着重介绍了中国功夫、中国长城、大熊
猫和中国美食等，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活动结束后，子公司收到了多封来自当地员
工的感谢信。

就在这次活动中，李强发现了一位常常
躲在爸爸身后的腼腆小女孩，纯真可爱的模
样立即勾起了他对女儿的思念。在征得女孩
父亲同意后，李强很快安排了一次视频通
话，让女儿和蒂汉妮见面。最初的几分钟，两
个小女孩都显得有些害羞。在不断鼓励下，女
儿先打破了沉默，她用稚嫩的声音介绍自己，
然后拿起身边的一只毛绒熊说：“这是我最喜
欢的玩具。”蒂汉妮也露出了害羞的微笑，然后
她从小包里拿出了一个手工编织的小布偶，
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它是我的宝贝。”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强的女儿和蒂汉妮的
视频聊天变得越来越频繁，两个小女孩之间的
友谊也逐渐加深。虽然文化不同，语言沟通也
很困难，但她们跨越交流障碍，通过一件件小
物件分享着彼此的生活，有时是一个中国的风
筝，有时是一个兰卡的手工艺品。两个女孩间
的这段友谊也传递到了两个家庭身上，尽管相
隔千里，文化背景迥异，双方却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除了小女孩一家，李强也与许多当地同
事成为了好朋友，印澳区域中心也像是组成了
一个大家庭，拥有不同文化、属于不同民族、说
着不同语言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在交流中，大
家互相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随着他们对中国的
认识更加深入，逐渐架起心灵相通的桥梁。

10多年来，李强把对家人的思念装入行
囊，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在南亚这片
热土上，投身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
开拓和重点项目建设中，用拼搏和汗水实现
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收获了中外文化碰撞交
流结下的深厚友谊。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建设者
本报记者 严 冰

作为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
商，中交集团是“一带一路”倡议忠实的参与者。
十多年来，中交集团与共建国家政府和人民紧密合
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中国
城等中国名片，打造了一座座造福当地的精品工
程，塑造了一条条互利共赢的合作纽带，奏响了一
曲曲相知相亲的和美乐章。在基础设施的“硬联
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造福民生发展经济的“心
联通”等各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企
业践行全球公民责任的良好形象。

中交集团日前以“繁华丝路·交筑美好”为主
题在北京成功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发布

会。发布会上，中交集团回顾共建“一带一路”十
年发展历程，发布并表彰了共建“一带一路”十大
工程、十大最美中方建设者和十大最美外籍建设
者、“一带一路”中交助梦暨形象建设十佳案例。

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最美建设者，包
括中交二公局坦桑尼亚分公司工程部部长张林，中
交国际工程分公司总经理助理、中交南部美洲区
域公司董事长胡志敏，振华重工印澳区域中心负
责人李强等10名中方员工。他们用自己的感人业
绩生动诠释了中国建设者“走向海外、坚守海
外、奉献海外”的奋斗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他
们的心路历程。

▲▲由中交集团建设的克罗由中交集团建设的克罗
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实现了该国地亚佩列沙茨大桥实现了该国
南北联通的梦想南北联通的梦想。。

▼张林 （中） 在施工现场
为属地员工传授工程技术。

▲胡志敏在工作。

▼李强 （右） 为孩子发放爱
心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