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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义乌、福建泉州、广东广
州等东南沿海外贸市场，活跃着一群
来自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的回族青年。
虽然他们来自西北贫瘠的黄土地，但
做起生意来精明强干。他们当阿拉伯
语翻译，也开贸易公司，为东南沿海
贸易市场每年近 30 万人次的阿拉伯国
家客商服务。据统计，同心县人在东南
沿海做阿语商务代理有 1 万多人，开办
公司 460 多家，各类公司年营销额 300
多亿元。2014 年，1 万多人的同心籍阿
语翻译群体总收入超过 30 亿元，是同
心县年财政收入的 15 倍，比宁夏南部
山区 8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总和还多。

那么，同心人是怎样走出黄土地，
并创造财富故事的？日前，《经济日
报》 记者走近这群“赶海人”——

闯义乌的马海波

走进同心，恰逢集市，县城异常热
闹。尽管西北风不时掠起漫天黄土，但
难以掩住同心县城近年来的繁荣：摩托
车大量减少，轿车多了起来。“同心人
胆子大，富人多！”这是外人给同心县
人的评价。

“嘎——”一辆浙 G 牌照的灰色宝
马 X5 停在记者面前，33 岁的马海波探
出了头。当老家河西镇塘坊村的昔日伙
伴还在种田或者打工时，他已是义乌一
家外贸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数百万
元。“尕娃胆大，有魄力！”同心县工商
联主席马应仁这样评价他。“的确，我
创业靠的就是魄力。”马海波坦率地说。

2006 年 8 月，马海波大学毕业后去
了浙江义乌。义乌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
批发市场，聚集着众多的阿拉伯采购
商。到义乌后，马海波在一家摩洛哥人
开的贸易公司当翻译带客户，主要工作
是帮助摩洛哥客商采购香水、饰品等。

干了两年后，摸清了门道，2008
年，马海波注册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
迎来第一笔生意：帮助一个阿尔及利亚
客户采购一批琉璃瓦制造机。“机会来
了，但我却犯了难。因为我要先垫付 60
多 万 元 的 货 款 。 可 我 兜 里 只 有 5000
元。咋办呢？我几夜睡不着觉，最后决

定借钱也要干。”于是马海波带着妻子
去原来有生意来往的厂家借钱。这家两
万元，那家 3 万元，最终凑够了 60 多万
元货款。

这笔生意马海波挣了 1.8 万元。数
目不大，但意义不小：这次成功使马海
波有了自信心和决断力。到 2010 年，
仅用两年时间，28 岁的马海波就把出口
贸易额做到了 1000 多万元，完成了从
打工仔到老板的转身。

办实业的马腾辉

33 岁的河西镇农民马腾辉不仅外贸
业务做得大，实业也办得好。“尕娃为
啥能做大？用一句流行的话说，格局
大。”马应仁说。

2003 年年底，擅长阿语的马腾辉
本来准备去云南当老师，结果机缘巧
合，一个利比亚客商邀请他到福建泉州
石狮帮其做服装出口贸易。2004 年，
22 岁的马腾辉成立自己的公司，与该客

商合做生意。
石狮市是全国最大的服装生产和批

发集散地之一，聚集着众多的阿拉伯采
购商。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利
比亚客商的公司倒闭，但马腾辉的生意
却越做越大。马腾辉介绍说，他的服装
贸易迅速扩展到伊拉克、埃及、阿尔及
利 亚 等 国 家 ， 当 年 贸 易 额 达 到 3.2 亿
元，利润 1000多万元。

贸易做大后，马腾辉并不满足现
状，开始办厂子，自己设计和加工出口
服装。2008 年至 2012 年，马腾辉的公
司年产 500 万套针织运动服装和节日服
装，其中 50%的产品销往巴格达，占当
地同类产品 60%以上的市场份额。

2013 年年底，下海 10 年后，马腾
辉投资 2.2 亿元在家乡同心县办厂，生
产高档民族服装。“一是为带动家乡发
展，二是受市场饱和及人民币升值影
响，以出口中低档服装为主的东南沿海
服装贸易越来越难做，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宁夏是全国穆斯林服饰生产基地和
中阿博览会的举办地，借助这两个优势
平台，我将打造高档品牌，进军阿拉伯
国家高端市场。”马腾辉介绍说。目
前，马腾辉的厂子正在建设中，计划
2016年投产。

广州新常客杨凡

大海风浪大，赶海有风险。然而 20
多年来，同心阿语翻译这群黄土地来的

“赶海人”非但没有被吞噬，相反这个
群体越来越大。“同心人脑子活，能抱
团，生存能力强。”马应仁总结说。33
岁的杨凡是个典型。

2005 年，杨凡本来可以去上大学，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他选择到广州闯
荡。到广州时，恰逢当年的秋季广交会，
脑子灵活的杨凡和几个同伴举着“阿语
翻译”的牌子站在会场门口寻找机会，结
果被一个利比亚客商看中，请他们带领
该国客商到中山、虎门等市场采购商品，
每月工资 3000多元。

2011 年，利比亚客商回国，公司解
散，无事可做的杨凡回到同心老家。“说
实话，心情很沉重。”杨凡说。但没几个
月，又有利比亚客户打电话给杨凡，要与
他合作。于是杨凡马上回广州租办公室
雇人，开起外贸公司。“利比亚物资极度
匮乏，特别是地板砖、卫浴、铁丝等建材，
生意好得出奇。”杨凡介绍说，2012 年他
的外贸出口额达 3亿元。

从 2013 年开始，随着利比亚市场逐
渐饱和，加上汇率浮动，杨凡的出口贸易
额减少到 1 亿元。2014 年生意更加难
做，公司开始亏本。于是，杨凡果断转
型，与几个同乡合伙在广州闹市区开了
家大型高档清真餐厅，主营土耳其自助
餐、阿拉伯菜和西北菜，生意相当不错。

闯荡 10 年，凭借着吃苦的精神，
杨凡稳稳地在广州扎下了根。如今，经
历了大风大浪的他十分淡定：“外贸公
司的班底和客户都保留着呢，情况好转
时，我会重操旧业，扬帆出海！”

黄土地上“赶海人”
本报记者 拓兆兵

他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民间外交
家”，他是每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海外华人活动时
导游工作的主心骨，接待过的海外侨胞都称他为“海外
华人看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他就是一干 30 多年，至
今仍然奋斗在导游工作第一线的黄玉麟。

福建省是我国海外侨胞最多的省份，也是对外交流
的重要省份。为帮助久居海外的同胞寻根，黄玉麟每次
都力求在短暂的旅游团行程安排中，以自己长年累月积
累的知识储备和充足的准备，让这些回来的中华儿女更
深地了解祖国，将故土情怀深植于心。

2014 年，刚结束了福建之行的美国 《侨报》 作家
俱乐部访闽团成员在 《侨报》 撰文：“他魁梧的身体里
似乎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永远不知疲倦、精神饱满地讲
解着途中各种景点、古迹，他总是面带微笑，幽默诙谐
地与访华团团员们互动交流，调动起气氛，让整个旅程
生动而不乏味。他最大的特点是知识丰富，每每介绍景
点时都能引经据典，被作家们形容为‘移动的百科全
书’、福建的‘活化石’。”

纽约作家张宗子说：“黄玉麟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
知识全面丰富的好导游，他对民俗、传说、名人生平都
了如指掌，名篇片段能信手拈来，我相信，他平时一定
下过苦功夫。”

2012 年 10 月 19 日，福建省侨务办公室、福州市
旅游局、福建省中国旅行社同时收到马来西亚女导游
协会顾问周美芬寄来的表扬信，信中说：“本团行程
尤其难得的是，得到导游黄玉麟先生全程详细但恰到
好处、生动而富有文采的介绍与向导，让全体团员赞
叹不已。正是这种对祖国的爱使其讲述充满诚意，这
份诚意胜过美酒佳肴，这份诚意让景色更显风姿，
彰显出中国深邃博大的文化底蕴。他是我们所见过
的最好的导游。”

黄玉麟常说是八闽大地孕育了自己，华夏文明更给
了他向游客“滔滔不绝”的底气和骄傲。当他挥着福建
省中国旅行社的导游旗，带着游客走遍名山大川时，他
希望把每一处的景致都带给自己的团员。

黄玉麟告诉记者，导游工作的真谛是努力做好本职
工作外，带着天南地北的朋友，看最美风景，奉献最美
解说，让大家留下最美回忆，热爱最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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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同心县阿语翻译群体的开拓精

神，让我们看到了黄土地加快奔向小康

的希望。

他们的成功表明两点。一是黄土地

人也能干大事，关键要大胆走出去。二

是黄土地人一定要抱团干事，尤其是在

已经到来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心

动不如行动。

可喜的是，近年来通过到东南沿海

等发达地区打工，一大批黄土地上的年

轻人改变旧观念，接受新思想，学会新

本领，他们或者打工，或者创业，显示

出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成为黄土地发

展的希望。

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黄土

地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扬帆出海正当时。

心 动 不 如 行 动
北京、上海、西安、广西⋯⋯18 年间，李志广带

着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游客，几乎走遍全国。“每年
有 200多天不着家，几乎所有春节、元旦都是在旅途中
过的。”李志广掐指一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1997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李志广
一头扎进旅游行业，流利的德语加上开朗的性格，使他
很快适应了导游工作。“几乎所有来旅游的德国人都问
我是不是曾在德国留学。”

“当时，中国人在德国人印象里还是穿中山装、赶
马车。”李志广感受到这种文化差异，因此，他准备讲
解稿的时候，都会写入中国文化。

18 年过去了，很多从前的同事都已改行，李志广
仍乐此不疲：“能和各行各业的游客打交道很有意思。”

2003 年 5 月，李志广准备带德国旅行团到河南省
洛阳市赏牡丹。“订了北京到洛阳的软卧车票，但取
票时才被告知只有硬卧了。”李志广说。这个团都是
商务客人，游客对此非常不满：“行李只能放过道，
丢了怎么办？”面对乘客质问，李志广把行李集中起
来自己看守，一夜没合眼。凭着贴心的服务，李志广
收到不计其数的回访电话，还有德国商人邀请他到德国
工作。

2012年 10月，李志广带 19位德国客人赴天津参加
学术交流，途中发生车祸。李志广被撞飞出去，旅游车
起火。但他听到客人呼救，不顾伤痛返回车厢救出身上
着火的客人，直到自己累得昏倒。事后发现，救人前李
志广下颌骨、右大腿骨和左脚趾骨折，救人又使他右
臂、右腿二级烧伤。

据李志广同事回忆，经过救治后醒来的李志广不询
问自己的病情，而是不停地问客人的受伤情况。在 ICU
病房里，由于受伤客人都是德国旅客，和医护人员无法
语言沟通，李志广在下颌骨骨折难以正常说话的情况
下，忍着剧痛为德国客人做翻译工作，令现场医护人员
及使馆的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李志广受伤后，与他相识的德国前驻华大使离任前
给他发来了工作邀请。“他怕我以后没法再干导游，没
了生活来源。但我还是想赶快养好伤，11 月的团都排
满了。”李志广说罢，爽朗地笑了。

从事导游工作 18 年间，李志广从未接到投诉，成
了德国游客眼中的“王牌导游”。

看最美风景

做最美讲解
本报记者 郑 彬

德国游客眼中的

“王牌导游”
本报记者 郑 彬

《经济日报》 记者到百年职校的那天
晚上，学校小超市新任店长张凌云，正
在对希望进入超市工作的 8 位同学进行
面试，岗位只有两个：收银员和理货
员。面试前，张凌云故意在地上扔了一
张纸，来面试的同学不少，却始终没有
人捡起地上那张纸。电工班李凯走进
门，看见地上那张纸之后捡了起来，于
是他被录取了。

“故事情节有点老掉牙，但当这些
情节进入现实的时候，能把握机会的并
不多。”学校的合作创办者、首任校长
王作垣说，“百年职校想做的，正是教
学生们先做人、再做事，把握住现实的
机会。”

百年职校是我国第一所免费职业教
育学校，专门招收贫困农民工子女、青
年农民工及贫困家庭子女。学校的创办
来自王作垣一次偶然的经历。

2003 年，王作垣从清华大学退休后
在北京银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工
程师。他在农民工聚集地考察时发现，
这些地方聚集了一批农民工子女。由于
家庭贫困、城市入学政策限制等原因，
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很难获得继续教
育的机会；而他们又不愿意像父辈那样
仅仅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于是
成了“马路青年”。与此同时，王作垣
在工作中发现，目前的城市服务业缺乏
合格的技术工人，这也是企业发展的困
扰。如果创办一所免费的职业学校，既

解决在京贫困农民工子女的继续教育问
题，又为企业输送合格的技术工人，该
是件多好的事情。

时任银达物业董事长姚莉也认识到
这个问题，她积极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于 2005 年 5 月正式创立了百年职校。由
于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王作垣被理事
会推选担任百年职校的校长。

为解决办学的资金、校舍和师资等
问题，王教授和学校的创办者们骑自行
车、乘公交、倒地铁，奔波在北京城
内。那时家住清华园的王作垣每天早上
7 点 就 要 出 发 ， 在 路 上 颠 簸 3 个 多 小
时，去办资金、校址和各种注册审批
手续。

2005 年 7 月初，百年职校开始招
生，很多前来咨询的农民工不相信会有
免费上职校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
情，结果，报名前 3 天一个学生都没招
到。王作垣和百年职校的同事们走出报
名点，到农贸市场、建筑工地、农民工
聚集地去发传单，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百
年职校。两个多月后，百年职校终于招
满了第一届学生。

2005 年 9 月 12 日，百年职校开学。
作为百年职校的校长，王作垣全面负责
学校的教学统筹领导工作。王作垣根据
多年在清华执教的经验，提出学校应把
育人放在首位。一些刚入百年职校的学
生一开始害羞，不会主动向老师问好，

王作垣和同事们就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
字，主动向学生问好。王作垣说：“看到
孩子们逐渐变得懂礼貌、有追求的时
候，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作为百年职校的“总教头”，王作垣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职业教育
的新模式，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对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的培养。王作垣和同事们每
年都会到学生实习的企业去调研，根据
企业的实际需求开设或调整相关专业和
课程。他们还尽量去请一线的资深技师
授课。凭着百年职校微薄的薪酬，能够
请到优秀师资，靠的是“苦口婆心地用
爱心来感动”。

百年职校学制两年，第一年在校学
习基础知识，第二年进入企业实习。在
给学生联系实习单位时，哪怕某公司只
招收一名对口专业的实习生，王作垣都
要去联系。为给学生找一个稳定、有发
展空间的工作单位，王作垣总是事无巨
细地了解单位的各方面情况。王作垣坦
言：“儿子的就业我从来没管过，但百
年职校学生的就业，我从头管到尾。”
学校开办以来，学校毕业生实现顺利就
业，其家庭经济和生活环境均得到极大
改善。

王作垣自己来自农村。“我和农民有
着天然的感情，这使我与学生及家长们
沟通起来非常容易。”王作垣说。“这么
大年纪了，能为社会做点实事，很踏
实、很享受。”

我国第一所免费农民工子女职业教育学校校长王作垣——

为农民工子女办学校
本报记者 佘 颖

图为王作垣在讲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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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杨凡（左）与阿拉伯客商在一起。 同 宣摄
图② 马海波（左）与阿拉伯客商洽谈生意。 王金海摄
图③ 马腾辉（左）给阿拉伯客商介绍服装产品。 马腾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