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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 HEVECAM 橡胶园里的夜晚
格外宁静，朱长风微小的啜泣声也因此变
得格外清晰，身边从睡梦中醒来的丈夫章
毅鹏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知道此时对于妻
子来说，所有的安慰都很苍白，因为他也
是如此深深思念远在祖国 5岁的女儿。

辛勤劳作

与因为思念而难熬的夜晚相比，白天
则忙碌而充实。每天早上5点，这对30岁
出头的小夫妻便在鸟儿欢快的叫声中醒
来，开始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了。“我们要
比最早出工的割胶工起得还早，因为我们
想给这些非洲工人作表率，让他们看看中
国人是如何勤劳工作的。”朱长风的这段
话也是 HEVECAM 橡胶园里所有中国人
的心声。

章毅鹏和朱长风，如今一个是橡胶园
种植部经理，一个是橡胶加工厂化验室经
理。自 2011 年底来到喀麦隆，HEVE-
CAM 橡胶园里到处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在苗圃，我们观察工人的嫁接操作，
琢磨怎样提高嫁接成活率。”温婉腼腆的
朱长风说。

“在割胶区，我们一遍遍练习将割下
树皮的厚度控制在 1-1.5 毫米，并保持无
错误操作。我们穿着厚重的胶鞋，穿梭在
橡胶林中，纠正胶工的割胶操作。”

“在工厂，我们重点学习乳胶线和干
胶线的生产操作，认识到由于原料不同，
这里与海南中化橡胶加工厂的工艺流程
有一定的差异。”

“在工业区，我们认真学习了修车部、
重机维修部、仓库、采购部、水电部这些服
务部门如何与种植园密切协同合作，以及
如何为整个公司的生产提供服务。”

⋯⋯
这对小夫妻正在迅速地成长，已成为

独当一面的工作好手，不辜负他们在孩子
几个月大时就离乡背井来到非洲的牺牲。

“我们从中国启程奔赴喀麦隆那天，
宝宝才 4 个月大，妈妈把她带出去了，怕
我看到她不舍得走。”朱长风说到这里又
哭了。

章毅鹏内疚地看着她，他承认，刚到
喀麦隆时，工作和生活都很艰苦，他们也

曾有过动摇，然而中化 GMG 公司这个更
大的舞台让他们留了下来。

努力磨合

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如此辛劳？这
背后有着许多故事。

中国需要橡胶，2014 年，中国进口天
然橡胶 350 万吨，进口依存度高达 80%。

“无论是油气资源开发，还是天然橡胶走
出去，中化集团始终紧扣国家战略。”中化
集团总裁助理、中化国际董事长张增根
说。

基于这一国家战略，2008 年，中化集
团下属中化国际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
GMG 及其在喀麦隆占地 4.1 万公顷的
HEVECAM 橡胶园。尽管中化国际摇身
成为大股东，但 HEVECAM 橡胶园运行
了 30 多年的模式很难更改，非洲当地数
万 员 工 的 工 作 习 惯 更 难 有 变 化 ，与
HEVECAM 橡胶园 CEO 瑞加这位马来
西亚人的工作磨合也是一门大学问。

这一点正如中化国际 GMG 副总经

理、非洲中心总经理牟向峰所说的：“中国
管理与非洲管理的对接绝非那么容易，由
于管理理念和思想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平
衡好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管理甚至利
益冲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怎么办？“努力做！”HEVECAM 运
营总监刘海鹏快人快语。这个东北汉子
如今已深谙非洲文化，像他的肤色一样
深深融入了当地。每天早上 8 点多，刘
海鹏便开着越野车在 410 平方公里的橡
胶园里四处观察。他不怕累，曾经顶着
炎炎烈日，徒步穿越热带植被覆盖的 8
公里野路，只为了探明橡胶园到克里比
深水港的最短路途，找到降低物流成本
的可行方案。

而打动瑞加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勤
劳和包容，还有中化集团带来的先进管理
体系和技术经验，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每一
位来到喀麦隆的中国员工身上。

一片乐土

在章毅鹏和朱长风之后，橡胶园里又

来了一对更年轻的小夫妻——段志松和
从琴琴，如今一个是胶厂的副厂长，一个
是种植园财务负责人。

阳光如同往日一样炽热耀眼，工厂的
生产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段志松从原料
库、破碎机、回流清洗池到润滑剂添加、造
粒，一个个环节逐步检查下来，每个指标
都很合格，他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到了干
燥炉，今天的第一批胶还有两分钟就出炉
了，他兴奋地期待着，每次看到金灿灿的
橡胶从炉里跳出，嗅着那特殊的胶香味，
摸到那弹性与韧性兼具的胶块，他就感到
无比的喜悦与欣慰。

当第一块胶跳出干燥炉时，胶色泛着
乳白，香味也不是那么醇，段志松立即意
识到这胶有白点。他舒展的眉头瞬间绷
紧，果断让工人切开胶块，果然是次品。
含有白点的胶块为不合格产品，需要用干
绞机进行二次加工，需要耗费额外的人力
物力，这样就增加了成本，降低了利润。

“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了，并且都发生在早晨的第一炉胶，这
绝非偶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段志松
思考着。

出现白点的原因有很多，段志松决定
用排除法一一检验。细心的他发现干燥
炉前端的温度离规定的温度还相差几度
时，司炉员就开始干燥橡胶了，由于干燥
炉开启预热到正式投入使用，大约需要
10 分钟，在这段时间内，等待干燥的胶车
越来越多，有些司炉员未等炉预热好就把
胶车推入干燥炉，导致出现白点。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段志松立即提
交生产现场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原因，刘海
鹏随之召开了一场会议，并制定出“司炉
提前 10 分钟来预热干燥炉”“换班交叉
10 分钟”等解决方案。会议结束时，工厂
里依旧弥漫着淡淡的胶香，但更让大家欣
喜的是，生产团队蒸蒸日上的势头。

如今，HEVECAM 橡胶园已是一片
乐土，笔直成排的橡胶树在风中摇曳着
枝叶，夕阳的光芒透过树梢斜照在路边
的村舍上，五颜六色的鲜花瓜果缀满村
舍之间。来到这片乐土的中国人已经多
达十几人，他们也将继续辛勤耕耘在喀
麦隆的黄土地上，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
属于他们的传奇。

在喀麦隆的橡胶园里
本报记者 黄 鑫

段志松（前左）在车间工作。 黄 鑫摄

上海铁路局科学技术研
究所机辆技术研究室主任朱
挺工作 16 年来，与他的团队
在中国高铁接触网检测技术
等领域摘取多项科技创新成
果，被授予“上海市十大职工
科技创新英才”、全国铁路学
习型职工标兵、全国铁路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99 年 8 月，朱挺从南
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系毕
业，来到上海铁路局科研所
工作。“那时我国铁路采用的
是接触式检测。这种检测方
式受限于列车的行车速度，
无法系统有效地监测接触网
完整状态，会给列车运行带
来安全隐患。”朱挺回忆说，
当时，“非接触式接触网检测
系统”只有德意日少数几个
国家掌握。

技术创新慢一步，远离
市场千里路。怎么办？从那
时起，朱挺决心挑战这个世
界性难题！

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日
子。着手研究铁路接触网技
术，这对刚出校门的朱挺来
说不容易。他试图查找资
料，可国外对这项技术严格
保密。他只能从零起步，向
高校老师和科研所老前辈请教。苦心钻研，制订方案、
推翻，再制订、再推翻，无数次思考，无数次演绎、论证，
希望若隐若现。后来，他带领科研团队独辟蹊径，从磨
耗检测入手，坚定走一条利用影像处理技术进行检测
的科技攻关之路。

6 万元，是朱挺得到的第一笔科研经费。他用这
笔经费买来 2 台 CCD 高速线阵列摄像机，在实验室内
架设接触网模拟试验平台，通过三角立体测量法对拍
摄的图像数据进行实时模拟处理。他采用逆向设计思
路，采取“面打光，线采集”的办法，通过向接触线打光，
再用高速 CCD 相机采集接触线底面的反光，然后进行
图像数据实时分析处理。

在寂寞的试验室里，他与伙伴们试验了一遍又一
遍，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为取得现场数据，盛夏
时，他手持 GPS 定位器，顶着烈日翻山越岭，深入鹰厦
铁路做现场试验。渴了，就向山民或者沿线工区讨点
水喝；饿了，就啃点自带的干粮。有一次遇到山洪暴
发，他被堵在路途中，饿了一天一夜⋯⋯

在经历无数次痛苦煎熬后，朱挺终于研制成功“非
接触式接触网检测系统”，使我国铁路接触网检测有了
更为先进的无损检测技术。随后，他又研发了适应时
速 80 公里轨道车、120 公里专用检测车、160 公里客车
车体、380 公里动车组车体等速度条件下的系列车载

“非接触式接触网检测”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被科技
部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年仅 31 岁的他，被上海铁路
局破格评为高级工程师。

“赶上了铁路大发展的快车，我不想错过难得的机
遇。”朱挺先后参与国家“863”重点项目，主持完成多
项重点课题，多次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获得多项国家
发明专利，重要专业学术论文多次在《都市轨道交通》

《计算机应用》等刊物上发表。他带领研究团队，在自
主创新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GDXJ-1 型车载智能轨
道巡检系统、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安全状态的监测系
统研制”“接触网悬挂状态检测监测装置（4C）”等重点
科研成果的诞生，为我国铁路“空中安全线”提供了保
证，也打开了无比宽广的市场大门！

朱挺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许多企业想高薪聘请他，都
被他婉言谢绝。“我是铁路职工，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
是组织上培养和团队奋斗的结果！”朱挺说：“我热爱铁
路事业，奉献铁路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动力！”

架起铁路

﹃
空中安全线

﹄

—
—记上海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机辆技术研究室主任朱挺

本报记者

齐

慧

朱挺在检查“GDXJ-1 型车载智能轨道巡检系

统”。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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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麻怀隧道，将贵州省罗甸县沫阳
镇麻怀村通往外界的时间从 2 个多小时
缩短到 15 分钟，这让麻怀村囤积的大米、
核桃、瓜果、蔬菜等农产品，喂养的猪羊等
牲畜能够顺利运出，让这些产品能“多卖
出几百块”，让村里的孩子不再因道路不
畅而“晚上几年学”。

那是一条长达 216 米的隧道，1999
年开凿，2011 年 8 月 16 日正式贯通，历
时 13年。

隧道里，一个身影缓缓走出——“现
代版女愚公”邓迎香。正是她带领大家开
凿出这条幸福隧道。

邓迎香的家不大，堂屋只有十几平方
米，几张简易的木桌木凳拼接成一排，上
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奖状、奖杯、奖
牌以及荣誉证书：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感
动奖、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社会扶
贫先进个人⋯⋯这些荣誉，见证了一个麻
山女村官的传奇人生。

“沟通，还是沟通”

1999 年，开凿隧道的积极分子；200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0 年，被村民选
举为原董架乡人大代表，麻怀隧道拓建工
程的带头人；2011 年，任乡计生员；2013
年，被选举为麻怀村村委会主任。

邓迎香这看似简单的人生履历，包含
了多少事无巨细的辛劳？

一个村子，5 个村民小组，603 户人，
39名党员，585亩耕地，3个篮球场，4个村
级文化活动场所⋯⋯邓迎香对村里的情
况了如指掌。翁井组村民李德英说：“她
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为农户服务，我们每
户人家什么情况，她全都清楚。”

记者问邓迎香：“大家服你管吗？有
人不服你怎么办？”

“沟通嘛。人家不明白，我就讲到
他明白为止。理不辩不明白，事不说不
清楚。只要是真心实意为大家办事，好
好和大家沟通，大家就能够理解。”邓
迎香说。

2015 年 11 月 21 日，麻怀村召开了
一个由 50 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村里精准

扶贫对象的认定。因为会议内容牵涉多
家农户的切身利益，本来预计开一两个
小时的会竟开了一整天。“精准扶贫工作
要有效推进，还要协调好农户之间、农
户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会开得长点没
什么，重要的是得把道理向大家讲清
楚。隧道那么难都能打通，老百姓的思
想工作还能做不通？”

家人都说邓迎香太执拗，但就是靠着
这样的执拗，邓迎香啃下了“精准扶贫名
额分配”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啃下了，
还得有个消化的过程。会后近一个月的
时间里，邓迎香每天都会接到村民打来的
电话，对自己没有被认定为精准扶贫对象
表示不满。邓迎香要跟他们解释精准扶
贫政策的有关规定，还要列举出认定精准
扶贫对象的条件，更要安抚他们的情绪。

“道理大家都懂，只是一时间转不过弯来，
那我们就给他些时间，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不能急。”

邓迎香讲话，大家都肯听，也肯信。
70 岁的黄光华老人说：“邓主任不像有些
干部，嘴上说的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
套。她说要去找鸡苗来给大家养，就真的

找来了；她说要建篮球场，篮球场就真的
建起来了。如此一来，她说话谁能不听？”

“你用什么办法为村子里找到这些物
资，让大家这么信服你？”

“沟通嘛，还是沟通。”回答记者提问
时，邓迎香几乎没有犹豫，“沟通要真正有
效，一要实干，二要讲信用，三要公正”。

合力挖穷根

目前，宏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筹备和
组建是麻怀村的第一要务。邓迎香是村
主任，螃蟹她要先吃，钉子她也要先碰。

近 几 年 ， 麻 怀 村 有 不 少 人 外 出 打
工。村民曹响国曾在辽宁、山东等地从
事土建类工作，任鸿则选择往江浙一带
去⋯⋯有那么几年，为挣钱，村里几乎
所有的壮劳力都选择了背井离乡，只剩
下老人和儿童。

置身于一个只剩下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的村庄，看着老人们佝偻着背做家
务，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邓迎香的心
隐隐作痛。她认为，外出务工虽然能挣到
钱，却不是长久之计，让麻怀村走上“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才是硬道理。
想到就去积极行动，邓迎香就是这

么一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她四处考察，
寻找能够落户麻怀村的项目，又给在外
地打工的年轻人打电话，希望他们返乡
创业。大家知道，自己的根长在麻怀村
的泥土里，大家伙合力创业的主意不
错。于是，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
麻怀村便有了第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
——宏源合作社。

全村参加合作社的有 12 户，大家在
邓迎香的动员下，有的拿出了打工积
蓄，有的将家禽全部变卖，最后凑到 80
多万元，让合作社运转起来。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迎香与
曹响国、任鸿等几位合作社合伙人一
起，去外地学习交流，查阅有关资料，
最后确定了铁皮石斛和岩黄连两种中药
材种植项目。

合伙人有了，启动资金有了，具体的
项目也确定了，还与外地商家达成了包销
协议，一切进展得很顺利，邓迎香又开始
走街串户了。

“有好项目当然希望大家都参与进
来，12户还是太少了，要真正做成事，还得
全村人形成合力，还得我去和大家‘摆事
实，讲道理’。”

邓迎香首先想到的是党员，40 岁出
头的简友珍是她心目中最合适的动员对
象。可简友珍有自己的顾虑：“我家小娃
现在上高二了，得给娃留一笔上大学的
钱。我投工投劳可以，可拿不出入股金。”

在麻怀村，像简友珍这样的村民不
少。没有资金入股就不能参与项目吗？
邓迎香又开始想办法。“没有入股的村民，
可将自己的土地转租给合作社，由合作社
付给租金，等扩种秧苗就请这些没有参与
合作社的村民干。这样一来，就能调动全
村人的积极性。”

在邓迎香的带领下，麻怀村实现了
大发展。如今的麻怀村，落实了农村改
厕项目，修建了通村公路，村民用上了
农用车、面包车甚至开上了轿车，80%
以上的村民住上了新房，村里脱贫的人
越来越多了。

为 乡 亲 开 凿 脱 贫 路
——记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村主任邓迎香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肖家云

邓迎香(右)与合作社合伙人曹响国查看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