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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新闻访谈《我为“一带一路”架桥》

========总片花========

男播：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同期声：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渐

弱）......

同期声：雅万高铁上座率增至 98.7%，开通运营首月（渐

弱）......

同期声：匈塞铁路预计开通时间提前到 2024 年底，全

线建成通车以后（渐弱）......

同期声：由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建的最大规模和最大金额

单体桥梁工程——孟加拉帕德玛大桥，6 月底正式开通。这

也成为中孟两国共建（渐弱）......

男播：蓬勃十年，逐梦丝路！请听新闻访谈《我为“一

带一路”架桥》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访谈《我为

“一带一路”架桥》，我是主持人齐晓彬。我手上拿着一张

孟加拉国在 2018 年发行的国家经济发展 70 周年纪念钞，它

的背面印着一座大桥——帕德玛大桥，写有“国家骄傲的象

征”字样。今天，我们“为‘一带一路’架桥”的故事，就

从帕德玛大桥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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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大桥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西南约 40 公里处，横跨

帕德玛河，是一座全长达 9.8 公里的公铁两用特大桥，2022

年 6 月正式通车。帕德玛大桥是孟加拉国目前最大的桥梁项

目和最大的基建项目，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企业承建的最大海外桥梁工程。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三位帕德玛大桥的建设者，他

们来自位于秦皇岛山海关的中铁山桥集团，他们分别是：中

铁山桥海外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王爱文、中铁山桥帕德玛大桥

项目部总工程师魏明霞、中铁山桥桥梁分公司焊接特级技师

张明。

首先我们来欢迎王总。王总，您好！

王爱文：大家好，我叫王爱文，我在中铁山桥集团有限

公司海外营销中心工作。我们中铁山桥的主要产品有桥梁钢

结构、铁路道岔，还有机械产品。孟加拉帕德玛桥是孟加拉

国的梦想之桥，在孟加拉国内举目关注。大桥是连接中国和

东南亚泛亚铁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我们“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交通支点工程。山桥的桥梁和道岔产品广泛地运用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桥梁和铁路的项目里面，我们

的起重机械产品也广泛地运用在中欧班列的货站中。

主持人：欢迎王总。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魏明霞。

魏总工，您好！

魏明霞：大家好，我是中铁山桥魏明霞。作为中铁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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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德玛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是十三家参建单位唯一的女总

工。在帕德玛大桥建设期间，全面负责技术、质检、安全、

商务等工作。

主持人：欢迎魏总工。最后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当中最年

轻的一位，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明。张明，你好！

张明：大家好，我叫张明，是中铁山桥集团桥梁分公司

的电焊工特级技师，在帕德玛大桥建设中主要负责钢桁梁的

焊接工作。

主持人：欢迎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参建的海外项目的

建设者、参与者，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民梦想实现

的见证者。那么，我们就从他们共同参与建设的帕德玛大桥，

这个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开始说起。

========片花========

口播：帕德玛河是恒河与雅鲁藏布江两条世界级大河汇

合后的主河，河道宽阔、水流湍急。想要跨越 10 公里左右

的河面，只能依靠效率很低的渡轮，或是绕路数百公里，这

把一亿多人口的孟加拉国天然分割成东北和西南两部分，孟

加拉国急需一座桥来“缝合”整个国家。

王爱文：开标之前，很多欧美国家的总包方都放弃了。

魏明霞：国外的很多工程师，都摇摇头、摆摆手，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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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

张明：115 毫米厚的钢板，这是在世界上都没有过的先

例。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修建帕德玛大桥难度很大，

很多国家都望而却步。所以在这儿，首先想请问王总，别的

国家都觉得难的事，我们不觉得难吗？我们为什么有信心，

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能做成呢？

王爱文：这个在当初 2014 年我们投标的时候，确实是不

容易，当时很多欧美国家的总包方都放弃了。我们其实也觉

得这个很难，它这个项目设计，还有现场的地质条件，包括

孟加拉国的一些施工的设备什么的都很缺乏，物资也都很缺

乏，各个方面反正都很难，甚至达到了就是说很苛刻的一个

条件，但是我们决定仍然还是要做。当然了，这不是蛮干，

也不是盲目地说我非要去投标，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

实力有信心。

近些年来，我们中国国内建设了一大批的桥梁工程，有

的跨越长江，有的跨越黄河，有的甚至跨越海峡、跨越峡谷。

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这个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

还有这个“云端”的北盘江大桥，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港珠

澳大桥，等等。在这些项目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企业

的造桥能力和实力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5

另外呢，我们山桥是一家具有悠久历史和传承的企业，

在 1894 年我们这个山桥就成立了。129 年前我们山桥就建设

了当时西方国家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不了的这个京奉铁

路沿线的钢桥梁；上世纪 50 年代我们制造了当时苏联专家

说我们中国人自己修建不了的南京长江大桥；后来的港珠澳

大桥，西方国家还说我们自己修不了，我们都成功了。

主持人：看来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我们的实力，事实也证

明了我们的实力。2014 年 9 月，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了帕德玛大桥钢桁梁制造合同，2022年6月这座桥建成通车。

不过说到这儿，我有一个疑问想请问魏总工，我们国家被称

为“基建狂魔”，我们的基建有让世界赞叹的“中国速度”，

为什么这座桥会修八年之久呢？

魏明霞：是这样，这个桥修这么久，因为它有这么几个

难点。第一个就是自然环境恶劣。刚到孟加拉的时候，高温、

高湿、洪水、暴风骤雨，恶劣的卫生环境，给我们的生活工

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第二个是物资特别匮乏。它的水泥、

沙子等这种物资特别匮乏，都得从国外进口。然后设备，比

如说我们设备的零配件，有时候需要替换的，都得从国内采

购完了之后，通过人坐飞机带过去。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国内我们看来都不是事儿的事儿，

到了孟加拉，帕德玛大桥修建过程当中就都成了事儿。

魏明霞：对。很多时候就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就让你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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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行，就这么回事。第三个就是说它这个地质情况特别复杂。

它整个河道里头是松软的沙土，它就是扰动性特别大，始终

找不到着力层，这给我们的桩基造成很大的困难。

主持人：就是这个河流沙土特别的松软，我看有资料说

这个就像《西游记》里的流沙河一样，所以不好去打这个地

基。

魏明霞：对。它是个堆积平原，它的河道里全是堆积出

来的那种，就是说桩基始终找不到着力层。

主持人：可以说，帕德玛大桥的建设堪称世界级难题。

中铁山桥是负责建造帕德玛大桥桥梁钢结构的，是桥梁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桥梁的“骨骼”。那么，我们是如何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呢？

魏明霞：帕德玛大桥是孟加拉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基建项

目，制造方案为一桥三地。杆件在我们中国国内车间生产制

造完成，然后通过海运运输到孟加拉桥址组拼现场，在组拼

现场完成 150 米跨的整体组拼焊接与涂装。然后通过船运、

海运运到那个桥址桥墩位置，然后提溜往上放进去。项目具

有工程量大、技术复杂、周期长、无经验、风险高等难点。

主持人：就是说，即使对经验丰富的中铁山桥来说，也

是巨大的挑战？

魏明霞：对。在施工中很多技术属于原创技术。这里头

原创技术想说三点：第一个就是大跨度、大吨位、全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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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熔透焊接的钢桁梁整体拼装技术为首创。第二个运架一体

的架设方案，就是这么大吨位，3200 吨的这个大吨位的运架

一体方案为首创。所谓整跨运架一体是有一个 3600 吨的大

浮吊，我们管它叫天一号，全国是唯一的一个这么大吨位的

浮吊，它就把整体的两个 150 米长，3200 吨的重量，这样一

个大的框架整体吊装起来。第三个就是咱们 900 米公路桥面

的整联预制、胶拼为世界之最。所谓 900 米公路，我们每一

跨是 150 米，然后我们的一联，就是连续梁，一联是 6 跨，

150 米乘以 6，900 米就是这么来的。就是 900 米的这个公路

桥面整联预制、胶拼这个技术为世界之最。这个在施工中的

很多技术属于原创技术，对于世界桥梁的建设者来说均提出

极大的挑战。

主持人：这其中，您认为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

魏明霞：这个桥就是属于有超厚板，最大的板厚达到 115

毫米。结构上来讲，因为这个桥属于桁梁桥，国内的桁梁桥

都属于轻钢结构，类似于轻钢结构，它会有各种联接系，有

桥门，有纵向和水平方面的联接系，增加这个结构的稳定性。

而这个桥设计的时候没有联接系，它没有任何的联接系，怎

么样来增加这个刚度呢？就靠这个板厚。这个桥的最大的厚

度是 115 毫米，全桥的平均厚度达到 70 毫米。第二个窄空

间。什么叫窄空间呢？就是这个杆件里头密密麻麻的布置着

各种筋板，这个筋板就特别密，也是超厚，平均 90 毫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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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造成这个空间就特别窄。

主持人：超厚板、窄空间，这在焊接的过程中，应该是

难上加难了吧？

魏明霞：对。就是那个人可施焊的操作空间特别窄，最

窄的 370 毫米，这里头焊接也是特别苛刻，要求我们全熔透。

这块儿请我们焊接工程师专家来讲解。

主持人：这块儿其实就涉及到张明了，实际上具体来操

作焊接的就是您这儿，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接到这样一个

任务，看到这样一个厚度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张明：听说这个钢板是 115 毫米的时候，也是感到很惊

讶。因为我们国内桥梁制造的钢板基本上 60 毫米到 70 毫米

就属于厚板了，就没想到能接触到 115 毫米厚的超厚板。我

举个例子来说，一般就是 20 毫米到 30 毫米厚的钢板，你可

能焊 2 层、3 层或者 4 层，也就是完成了一个焊缝；60 到 70

毫米厚的钢板，你有可能焊 10 多层才能完成这道焊缝；像

115 毫米厚的超厚钢板，有可能焊 30 多层甚至 40 多层才能

完成这条焊缝。

主持人：不光是技术上的难度，是不是心理压力也很大？

张明：确实心理压力也很大的。因为它超厚板需要，当

时也是空间狭小，仅 370 毫米。可以这么说，我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瘦一点儿的，还可以拿着焊接面罩进去，但是基本

上进到那个 370 毫米的空间里，焊接视线也受阻，身体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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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很难行动，要说胖一点儿的人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

进不去。当时我脑子想的就是怎么能够把它完美的焊接在一

起。因为它是超厚板，焊接预热也需要达到 100 多度以上，

给人的体感温度也是在 60 到 70 度左右。像咱们夏天的时候

可以穿着半袖，但是我们焊工为了防烫，也是要做一些防护，

基本上夏天的时候，秋衣秋裤根本就没有脱过。即使是这样

的话，胳膊上、腿上就是一些小的烫伤也是随处可见。然后

在这狭小的箱体内焊接的时候，当时一天干下来的话基本上

是七八个小时，上午四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也是很少喝

水，尽量减少去厕所的时间。干一天活儿出来，基本上是秋

衣秋裤就不用说了，外套拧出来汗水都是非常正常的。

主持人：虽然很辛苦，但我们还是靠着一股韧劲儿，攻

克了难题。

张明：因为这个帕德玛大桥超厚板焊接在当时也是属于

世界级难题。通过一次次的优化坡口角度和尺寸，一遍遍调

整焊料和电流的配比参数，通过反复的实验，最终与工程师

商量，将原先双坡口的焊接方法改进为单坡口，背面加钢套

垫的融套焊接方法，成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主持人：其实就是相信自己的技术，把每一步都做到精

益求精。跟随着三位的讲述，我们一起重温了那一段充满挑

战的历程。可以说，帕德玛大桥这个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完

成”的工程，是我们的建设者凭借着勤劳、智慧、勇气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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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意想不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一个接

一个，绕不开的是时间。我听说魏总工您去之前大桥预定工

期是两年，而实际上工期延长了很多，是不是原定的很多生

活秩序也都打乱了？

魏明霞：进这个项目当时说的是就去两年，但是去了之

后这项目一下子拉长了八年的时间。进这个项目的时候，我

女儿刚刚初中毕业进高中，这种情况孩子的高中压力特别

大。有时候孩子压力大的时候，情绪不好排解的时候，她肯

定要跟我打电话。孩子说着说着哭，或者明明知道她心情不

好，然后你还一句话都没说上，没把她说开心，然后完了之

后电话就是妈妈不行，我要挂了，后面有人等着再打电话。

这种情况作为妈妈来讲，就是说那个心，那时候就是恨不得

挠心挠肝的，赶紧恨不得就跑到她的身边，或者一下就能把

她搂在怀里头。

然后还有 2020 年的春节，单位就是说可以反探亲，希望

家属们也去看看自己的老公、自己的爱人，在工地的那个桥

是什么样子，也是组织这么个活动。然后这种情况我老公去

了，就是在家属里头他是唯一的男同志，去的都是老婆，他

是老公。他去了之后一共待了一个星期，因为这地方条件没

得吃没得喝也没得玩。就是说终于要走了，其实大家都是欢

天喜地的要走了，但是我老公走的前一天就是不开心。我说

咋的不开心了呢，我说怎么了？他就说了，他说，我明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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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了，又把你一个人留这儿，他后面就说不下去了。就是

我这么多次了，我一说起这句话就觉得我都想哭。

王爱文：做这个海外不易，做海外也需要一个情怀，说

实话是。

主持人：很多我们在海外项目的建设者，都会面临这种

“小家”和“大家”的取舍。他们在跟家人通话的时候，会

情不自禁流泪，但是需要奉献，需要付出的时候，他们又会

义不容辞地站在那里，去坚守在那里。

魏明霞：因为这个桥大家都知道了历时八载，像好多小

伙子对象都没有，对不对。上那儿去就是八年，所以说这个

人的坚持，就是坚持初心，坚定这个大桥必胜的这种信心。

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造桥人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心

之所向；以绣花般的细致，勾勒秀美画卷；以取经般的磨砺，

不惧挑战，始终坚持了砥砺前行的勇气、决心和毅力，竖起

了这座丰碑之桥、创新之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友谊之桥。

========片花========

（通车仪式现场压混）

同期声：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在开通仪式上说，帕德玛

大桥将成为首都达卡连接孟加拉国南部 21 个地区的重要交

通枢纽，可每年为孟加拉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 1.23 个

百分点，同时降低贫困率 0.84 个百分点，新的经济区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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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园区将以帕德玛大桥为中心规划建设。

孟加拉工人（中文压混）：“我是米兰，2015 年开始参

与帕德玛大桥建设。在此之前我从没想到大桥的建设过程会

经历这么多困难，解决问题的效率和决心都是我从中国同事

的身上学到的。大桥建成之后让我们的通行更加便捷，原本

七八个小时的过河通行时间可以缩短至 10 分钟，尤其是病

人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参与大桥建设，也让我真实感受到了

中国的担当，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去中国感受那里的生活。”

主持人：2022 年 6 月 25 日，帕德玛大桥正式通车。但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三位都没有在现场来见证这个激动的时

刻，是不是会有些遗憾？

魏明霞：是的。当时特别遗憾没有去现场，但是我们帕

德玛桥的建设者，还有我们的同事、朋友，就互相转载了当

时很多通车仪式的视频。就是孟加拉人民从全国各地赶来，

开车、步行就往桥上那么涌，甚至还有人趴在地上亲吻大桥。

这些场景让我感同身受，我是觉得心潮澎湃了。本来通车的

时候是计划邀请我们所有主要的参建者去参加这个通车仪

式，计划是到全桥我们要走一遍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计划。

但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几位参建者没有去，当时人家就联系

我们了，电话联系我们，让我们每个参建者发表一下自己的

心声。当时我是特别的激情澎湃，我就说了这么一段话：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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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5 日，帕德玛大桥通车了，作为造桥人的我，心潮

澎湃，为之荣耀。历时八载，重重磨砺，终成大道。在帕德

玛的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不管以后我身处何方，我都会因

在帕德玛奋斗过而自豪。

主持人：能听得出，这是发自肺腑的为这个大桥的建成

而感到骄傲和高兴。帕德玛大桥的开通，对于孟加拉国来说

意义深远，它将孟加拉国南部较落后的地区和首都达卡连在

了一起，串起发展的希望大道，而参与帕德玛大桥建设也让

当地人受益匪浅。那么，我们来问问王总，建造这座桥当时

也是聘用了很多当地民众，他们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王爱文：我们当时是聘用了 800 余人，当地的工人。刚

开始聘用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技术特长的，所

以我们就是手把手的、一步步的给他教，培养他，把他们从

一个普通的没有技能的工人，通过这几年把他培养成了一个

专业的技术工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甚至还跟着我们中国企

业到其他的国家参加工作。他们的命运的都改变了，有一个

更好的提高。

主持人：比如说他们平时在孟加拉国当地，他们自己的

工资水平是什么样？来我们的企业，他们的这种收入水平又

能达到什么样呢？

王爱文：孟加拉是一个劳务大国，但是由于大部分只能

从事一些体力的劳动，所以说他们一般普通的人员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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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算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月给他 500 块钱人民币就

够了，就是普通的工人。然后我们通过帕德玛这个项目，我

们把他培养成具有各项专业能力的人员之后，他们这个收入

翻了好几番，有人收入能达到 2000 多，甚至我们聘用了一

些电工什么的，在他们国家都是一个比较稀缺的技术型人

才，他们收入甚至都能达到 3000、4000 这样。

主持人：发展的故事中，最动人的还是人的改变。我们

知道帕德玛大桥在南亚，其实这些年中铁山桥在东盟、中东

欧、非洲等地也参与到了“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建设中。

就在 11 月 8 日，5 组时速 200 公里的匈塞铁路客运专线

道岔从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起运，这标志着中国高速

道岔制造技术首次系统集成出口至欧洲。此时此刻，运载着

匈塞铁路道岔的船舶还在印度洋上航行，它将于明年 1 月底

抵达塞尔维亚。我们也来连线正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

萨德匈塞铁路建设项目现场的中铁山桥匈塞铁路项目负责

人张振忠。张总，您好！先向远在他乡的您以及同事们问好！

张振忠：主持人，您好！也向在直播间里我的同事们问

好！

主持人：张总，您到那边多久了？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

了？

张振忠：已经三年多了，我是 2020 年 10 月开始到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开展匈塞铁路道岔产品的前期认证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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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塞铁路全线都需要满足欧标及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

范，中方在项目建设期间用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与当地相关

部门一起研究标准规范的相关问题，目前山桥仍在不遗余力

地进行匈牙利段道岔产品所需的认证工作。匈塞铁路分为匈

牙利段和塞尔维亚段，塞尔维亚段全长约 183 公里，最高时

速 200 公里每小时，共分三段建设。其中，贝旧段和旧诺段

已经于 2022 年 3 月 19 日正式开通运营。目前诺苏段正在紧

张有序建设过程中，力争实现 2024 年年底通车。我们山桥

的道岔，即将在诺苏段的巴奇卡托波拉站的正线上投入使

用。匈牙利段长约 152 公里，已于 2023 年 5 月底进入铺轨

阶段，计划 2025 年 7 月开始运营。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 2022 年 3 月已经实现了贝尔格莱

德到诺维萨德段的开通，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年多

的时间来，匈塞铁路的开通对当地人生活的改变？

张振忠：贝旧段和旧诺段开通后，我看到有统计数据，

目前已经服务了旅客数百万人次，极大地便利了沿线民众的

出行，很多人因此也开启了“双城生活”。原来坐汽车从贝

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现在坐高铁只需

要 32 分钟。而匈塞铁路全线开通以后，从匈牙利首都布达

佩斯，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列车通行时间，将

从 8 个小时缩短到 3 个小时。这不仅为两国人民的出行，也

为文化交流、物流往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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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好的，谢谢张总的连线。我们一起期待着来自

中国的高速铁路道岔，能为当地人民出行提供更大便利。这

是我们说到匈塞铁路高速道岔的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也继

续请王总，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他“一带一路”的项目吧。

王爱文：其实我们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有很

多很多的项目，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像这个雅万

高铁，它是今年通车的。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高速道岔产品首

次出口到国外，中国标准的一个道岔技术输出。这条高铁也

备受印尼民众的关注和欢迎，它是 11 月份试运行，目前这

条高铁的上座率达到了 98.7%。它将印尼雅加达和万隆这两

座城市的旅行时间从以前的三个半小时压缩到最快的 40

分钟，极大地增加了两地民众的出行便利；另外，还带动了

两地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我们在非洲是有更多的项目，像在摩洛哥、埃塞俄比亚、

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等等等等，我们都建了很多的

大桥，也参与了他们很多铁路线的一些制造施工工作。这些

项目都为当地人民的出行，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大量的

贡献。

主持人：就像今天我手上的这张孟加拉国 2018 年发行

的国家经济发展 70 周年纪念钞印着帕德玛大桥一样，很多

“一带一路”项目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成为了见证两国

友谊的最硬核联名。想问一下王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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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建的很多项目，无论在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成为了

当地最值得骄傲的基础设施？

王爱文：确实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承接的一些大型桥

梁项目，基本都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项目。就像我们

国内说的，去了一个城市要去哪儿打卡，基本上都是成为了

这样一个被大家很欢迎的项目。

我们中国人在外面，在海外做一些项目，我们遇到一些

问题和困难的时候，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说，我怎么通过优化

我的方案，我怎么科学的组织这个施工，通过这个技术创新

我们来克服、解决、战胜这些困难。所以说当地的人都认为

我们中国企业都是非常负责任的企业，非常有担当的企业。

有些人开玩笑说，就说还好这个项目是你们中国人中标了，

要不然这个项目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才能用得上。

主持人：怀抱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共建

“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具体到王总您的工作，这十年

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王爱文：我去过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他们大

部分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还有路桥的这个建

设都非常的落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让我

们走出去，走得更远一些，然后让路桥的建设能给“一带一

路”国家的人民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我们中国《论

语》里有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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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技术、有能力、有实力，我们也有梦想，而且我们

也刚刚经历过摆脱贫困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主动地敞

开怀抱，伸出双手，把我们这些成功的经验传递出去。虽然

我们在做的这些项目，有的确实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每当我感受到这些“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人带来的那

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的时候，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说，我们

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由衷地感到自

豪，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一带一路”的这些项目中。

主持人：以前我们可能认为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

尤其是工程项目当中，外国的这个业主，外国的监理，他对

于中国工程师、中方的意见，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质疑。现

在随着我们接了这么多的大的项目，完成了很多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之后，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话语权也加强了呢？

王爱文：确实是这样的。通过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大规模

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我们中铁山桥在这轮基建中也是抓住

机遇，承揽了很多大型的项目，把我们的不管是技术人员、

质检人员、各个专业的人员这个能力都得到了一个大的提

升。海外一般都是选一些精兵强将来做，因为我们有中国的

这些超大型项目的一些业绩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撑，我们也是

充满信心。不像以前人家老外说你干过这样的项目吗？可能

都没干过。但是现在我们问老外，你干过这样的项目吗？现

在是他们没干过这样的项目。其实有些监理，在以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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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趾高气扬的，他说你的不对，你就按我的来就行。但

是现在我们说实话也是……

主持人：底气很足。

王爱文：对，我们就直接指出来，你说的不对，我们根

据这个要求，合同、标准、专项技术要求，我们这样做是可

以的。所以说，大家心平气和地一起来谈，我们是对的，他

就得听我们的；他们是对的，我们就听他们的，目前就是能

够达到一个平等的交流。

主持人：张明呢，参与这些工程项目，攻破一个个技术

难题，对提升你的业务水平应该是帮助很大吧？

张明：因为我的技术也是通过参与一些大的桥梁建设，

还有就是一些比赛，还有师傅的教导，完全可以说是通过多

方面提升出来的。我后续也是参加了很多比赛，（20）17 年

嘉克杯属于国际焊接大赛，那是印象挺深刻的，那时我们是

拿了团体银奖，也是一举打破了央企连续多年与国际赛事奖

牌无缘的局面。

主持人：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蓬勃的十年，

正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那么三位未来十年又有哪些期待和

憧憬？我们先来问一问张明吧。

张明：我就是希望未来能够继续钻研技术，提升技能，

带领更多的员工一起为“一带一路”贡献新的力量。我们当

时也是在遇到了很多难题，通过团队合作，不断地试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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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议，解决了很多难题。没想到我一个一线工人能够参

与解决这样的难题，能够为“一带一路”贡献一点儿力量。

从进厂时师傅就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是铺路搭桥，但是我们

每一步的工作也是在为下一个环节的同事铺路搭桥，我们所

有人一起完成的工程项目也是在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

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铺路架桥。“一带一路”就像是我焊枪下

的一道道焊缝，把我们有共同目标的国家和人民链接在一

起，我们一起去过上更好的生活。

主持人：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像张明一样，勤劳朴实、善

于钻研、敢于创新的技术工人，投入到共建“一带一路”中。

再来问问魏总工，未来十年有什么想法，如果再有这样的工

程，您还会选择吗？

魏明霞：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还会选择。然

后我也在想，我姑娘将来会从事我们这个道路桥梁土木类的

建设，我觉得我退休之后，我也可以跟她一起同时为这个“一

带一路”继续发光发热。

主持人：您的女儿也是学道桥专业的？

魏明霞：是这样的。我姑娘本科的时候就是选的土木类

的道桥专业，硕士是在英国的这个伯明翰大学，学的是土木

类的工程管理。她看见她妈妈是怎么工作的，这种情况下她

就朝着那个方向，朝着复合型人才这个方向在努力。

主持人：我们也期待着将来您和您的女儿一起出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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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建设的项目当中。王总呢？有什么样的规划？

王爱文：中铁山桥也有计划，将来在中亚或者非洲，我

们也要设立一个研发中心，或者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当地的工

厂，然后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培训更多的一些当地工人，提高

当地劳工的一个就业率，带动他们的一个经济发展，真正地

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其实在我家里面有一张地图，每当我去过一个国家、一

个地方，我们家的小孩就会用一个红点在地图上做个标注。

孩子看着地图对我说，爸爸你去过这么多地方，长大了他也

想去。这也让我有一种责任感，将来我们要去建更多更好的

项目。

我们山桥人总讲，我们建设一个项目，造福一方人民，

缔结一段友谊。未来十年我希望能够参与更多的“一带一路”

项目，讲好我们中铁山桥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

更了解中国。

主持人：丝路花正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

来，一个个务实合作项目收获了实打实的成果，我们与共建

国家的手牵得更牢，更多合作共赢的动人故事还在接续上

演。

今天离开直播间，三位嘉宾又将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

工程现场，我们也在这里相约，当更多、更大、难度更高的

项目建成之后，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畅谈我们每位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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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触和心声。

好的，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

会。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