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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中资企业——越南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越南员工阮氏好在生产车间内讲
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记者着实吃了一
惊。公司总经理杨勇智的一席话，道出了
公司的成功之道。

2013 年 6 月份，欧盟委员会决定对
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实施“双反”措施。
基于文化相通、运输成本低、政策优惠的
考虑，响应“一带一路”的号召，2014 年
初，杨勇智带着现在的副总经理伊刚来到
越南东北部北江省跑手续，投资建厂，抱
着反求诸己的心态，克服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

当年 7 月份，第一个车间投产，产能
150MW；2015年9月份，5个车间同时运
行，产能 1.4GW；2017 年共 10 个车间生
产 产 品 ，太 阳 能 光 伏 组 件 产 能 达 到
4.5GW，电池产能达到 1.8GW。生产基
地面积从最初的 3000 平方米，扩大到如
今的 30 万平方米；年产值增长了 30 多
倍，达到 100 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海外
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基地。

公司快速壮大也拉动了当地经济，年
出口量达到了3万多货柜，出口额占北江
省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北江省省长说，
北江省这几年经济发展远超越南平均水
平，最重要的是中资企业的贡献，尤其是
越南光伏公司，不仅自己发展得好，还直
接解决了四五千人的就业，通过配套光伏
产业链为当地解决了近5万人的就业，很
大程度缓解了当地就业难的问题，促进了
社会稳定。

不过，公司发展遇到的困难也不少，
比如技术培训。杨勇智笑着说：“工人都
是越南当地农民，种地、抓鱼他们拿手，但
当产业工人太难了，做到不穿拖鞋上班就
花了一两年时间。”光伏属于高科技企业，
中方技术人员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24
小时随时在现场，言传身教，逐渐培养了
一批技术骨干，打开了生产局面。

杨勇智感慨，越南光伏公司4年多的
快速发展正是顺应了“一带一路”倡议，跟
上了国家发展大势，是与国家大政方针同
频共振的结果。同时，也顺应了越南吸引
外资向高技术、环保方向转变的政策取
向。最主要的一点是做到了与当地员工
民相亲、心相通，这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杨勇智认为，人有南北，但心无南北，
都需要仁爱、平等、和谐。于是，他带领大
家一起学习中国文化、学习阳明心学的

“致良知”，从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促进
心相通来实现企业的发展。

越南员工阮氏好是一位年轻的单亲
母亲，被孩子父亲抛弃后回到北江，父母
身体也不好，情绪很低落。到光伏公司工
作后，她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大家的关心下，她感到工作生活不光要

自己好，还要大家一起好。她对记者说，
在这儿工作很有意义，可以学到很多东
西，使自己有很大的提高。同时，个人和
家庭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对生
活有了更正确的理解。所有这些，除了受
益于工作，更多的是公司文化，还有公司
组织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她感到生活
更有意义了，现在自己更加自信，更有
活力。

越南员工除了在公司学习，还有机会
到中国学习和培训。通过了解中国文化，
员工自身工作动力不断提高，自身价值得
到体现，也给公司发展带来了更多活力。

每周，公司都会组织慰问员工，特别
是贫困员工家庭，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
的良好形象，也拉近了公司与基层普通越
南民众的心理距离。“没有人会拒绝你真
心地对他好。”杨勇智说。

公司在当地发展赢得了信任，得到当
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帮助。2018年九
十月份，在公司遭遇订单缩减、资金紧张
的时候，当地银行明确表示：“我们就是要
支持这样的企业，支持中国企业家。”有银
行事后问杨勇智：“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
抵押也把钱贷给你们吗？因为你们是真

心扎根在越南、帮助越南，是真心对越南
好的企业，我们信任你，所以才把钱贷给
你。”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光伏公司不忘投
身公益事业，回报当地社会。一次，去一
所贫困小学捐电脑，得知当地发洪水车子
进不去，公司又拿出资金与当地政府一起
修建了长约 3公里的路。2018年还发动
公司及光伏行业协会其他中资企业通过
越南红十字会向贫困地区道路升级项目
和居民捐款约合人民币40万元。

在越南光伏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杨勇
智最深的体会是要讲好3个故事：一是向
越南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对来到越南
的中国企业讲好越南故事，三是为中越两
国讲好中越友谊的故事。“讲好第一个故
事，促进了民心相通，促进了企业自身的
发展；讲好第二个故事，带动了20多家国
内光伏企业到越南北江省投资建厂，形成
了海外最大上下游产品光伏产业集群；讲
好第三个故事，可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
带来长期的促进作用。”杨勇智觉得，民相
亲、心相通的核心是“心”，是用真诚的心
融入当地社会，这才是企业扎根当地，造
福当地，壮大发展的根本。

民 相 亲 心 相 通
——探寻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之道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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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厂区一角。

图② 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内贴满照片的宣传墙。

图③ 越南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

赵 青摄

7月15日，随着超大型液压打桩锤轰
鸣声停止，最后一根直径 3 米、长度近
110米、重达500吨的钢桩被插打至河床
设计标高，孟加拉帕德玛桥主桥钢桩全部
插打完成，标志着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孟
加拉国最大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奔腾的帕德玛河被誉为孟加拉国生
命之水，但这条河流也是长久以来横亘在
孟加拉国南北经济协调发展道路上的巨
大障碍。孟加拉西南部有国家新兴港口
蒙格拉，很多远洋货轮都靠泊在那里，但
没有公路、铁路，货物无法运到位于东北
部的首都达卡。据中铁大桥局帕德玛大
桥项目经理刘建华介绍，孟加拉国帕德玛
大桥位于首都达卡偏西南约 40 公里处，
主桥为长 6.15公里的公铁两用双层钢桁
梁桥，上层为四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单
线铁路。同时，大桥还预留了承载天然气
及光缆等其它线路设备的管道。

帕德玛大桥位于帕德玛河下游，桥址
处河道宽阔、水流湍急、洪水频发，自然环
境十分恶劣，暴雨、飓风、大雾、雷击时有
发生，且经过常年冲刷，桥址处河床均为
淤泥和粉砂，极其松软。据中铁大桥局帕
德玛大桥项目总工潘军介绍，帕德玛大桥
共设有 40 个水中墩，最初设计每个主墩
由6根直径3米、长120米、重550吨的超
级“巨无霸”钢桩构成，仿佛一个六只脚的
凳子。但项目进场时，通过对主桥的 40
个水中墩施工地勘查发现，有 22 个主桥

墩的地质条件比预想的情况要差。在这
种情况下，靠原有设计仍不能“坐稳”。因
此，这 22 个位于特殊地质带上的主桥墩
设计须变更为“6+1”，即在 6个倾斜桩基
础上再加 1 个直桩，并对其中 11 个墩位
钢管桩增设桩外“TAM”压浆管，采用世
界首创的钢管桩桩侧预压技术，以增强承
载力。如此大规模斜桩插打作业在世界
尚属首次。为此，项目部采用专用软件根
据地质情况对打桩施工作模拟计算，并专
门定制了造价近 1 亿元人民币的液压打

桩锤。
“最后一套桩基设计图纸是在今年 1

月份才定下来的。”中铁大桥局帕德玛大
桥项目副经理沈涛说，由于每个墩位地质
差异较大，基本上每个墩位桩基都是“量
身定制”的，而且是边施工边设计。在这
个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等米下锅”的情
况。只要方案一出来，大家就开展劳动竞
赛，最快一次一天就完成了一个桩基。

“打桩作业看起来简单，就是一个锤
子往下砸，但要把这样的‘巨无霸’钢桩打

到河床内100多米深，还是很不容易的。”
据中铁大桥局现场作业队队长周光桥介
绍，项目虽引进了3台世界最先进的液压
打桩锤，但在打桩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
问题。比如，打桩打到100米左右的时候
就打不动了，一锤下去只能打1毫米的深
度，这样一根钢桩往往需要捶打两万余下
才能插打到位，这种情况下对锤子的伤害
极大。起初，锤子坏了还需等德国的专家
过来修理，到后来我们自己就能“把脉诊
病”了，保养、换零件都不成问题。

中铁大桥局帕德玛大桥项目物机部
副部长冉长江介绍，液压打桩锤、材料、人
员等都需要大型船舶的吊装和运输。截
至目前，现场有大中型船只60余艘，机械
1800 余台。由于冲刷的影响，粉砂会随
着水流发生变化，施工过程中，大型浮吊
的铁锚经常被流砂掩埋无法拔出，最后不
得不忍痛割断锚绳而弃锚。而且，河床不
断变化，大型船舶有时会搁浅，所以施工
过程中需不定期疏浚航道，从 2015 年到
现在，已开挖粉砂2400余万立方米，堆起
来可以填满2个西湖。

据孟加拉国帕德玛大桥项目业主指挥
长穆罕默德·沙菲克·伊斯拉姆介绍，帕德
玛大桥是连接中国及东南亚“泛亚铁路”的
重要通道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要交通支点工程。帕德玛大桥是当地民众
的“梦想之桥”，建成后将结束孟加拉国南
部21个区与首都达卡之间居民摆渡往来
的历史。届时，西南部被激活，与达卡连成
一片，交通升级，商品流通加快，将直接拉
动国民经济增长。据相关部门测算，帕德
玛大桥建成后，GDP将增长1.5%左右。

孟加拉国帕德玛桥主桥钢桩全部插打完成——

“梦想之桥”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张 静

7月15日，孟加拉国帕德玛桥主桥钢桩全部插打完成。 欧阳耀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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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的 秘 诀 ，核 心 就 是 一 个 字

——“心”，用真诚的心、明净的

心，实现民相亲、心相通。

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媒体发挥了积极
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近日发布
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数字丝绸之路”本身是共
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新媒体通过信息服务助推“一
带一路”建设，有关新媒体的国际合作项目纷至沓来。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倡议海陆联通，也包含线上线
下的互联互通。中国通过提升“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国家间沟通往来效率，促
进各国信息互联互通，从信息通信层面缩小全球数字鸿
沟。2018年，中国电信运营企业纷纷加强海外落地。去
年 8 月份，中国铁塔与老挝政府等联合出资设立东南亚
铁塔有限责任公司；9月份，中国移动国际公司南非子公
司正式成立，助力当地企业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
10月份，中国联通（越南）运营有限公司在越南河内正式
成立，使联通公司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分支
机构增至12个。同时，中国与多个国家共建光缆网络项
目正在稳步推进中，并积极推进国家间大数据、云计算、
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信息基础设施项目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去年以来，“丝路电商”成为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
设的新引擎。“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结合，是数字技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
迄今，中国同16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的谅解备忘录。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我国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与中国签署双边电
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达到17个。“丝路电商”合
作备忘录的推进与落实，将使中国与伙伴国双边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迎来新机遇。京东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在京东使用跨境电
商消费的订单量是2016年的5.2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显示，2018 年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达到 1347
亿元，同比增长50%。

中国媒体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一方面发挥信息
服务作用，对外传播相关信息；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协议
等与国外媒体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去年 9 月份，在第三届中印互联网对话大会上，来自中
印两国的 89 家机构代表和创投界人士就中印互联网发
展和合作议题展开了讨论。今年 4月份，“一带一路”新
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会召开。目前,已有来自全球 86
国的 182 家媒体加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同时，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网站也正式上线。《丝绸之路
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 5G+4K 传播创新倡议书》正式
发布。

新 媒 体 发 展 助 推
“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近日，中广核与意大利电
力公司在圣保罗签署了巴西Gamma新能源项目股权交
割确认书，并揭牌成立中广核巴西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标
志着中广核进入南美清洁能源市场。

中广核董事长贺禹表示，2019 年是中巴建交 45 周
年，是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黄金十年”的开局之年，也是
金砖国家“巴西年”。在这个重要时点上，中广核在巴西
的首个项目落地，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巴西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Gamma 新能源项目位于巴西东北部，于 2017 年下
半年投产，总装机规模达 54万千瓦，包括两个在运太阳
能项目（共 45 万千瓦），以及一个 9 万千瓦在运风电项
目。据透露，中广核拟在巴西收购的另一清洁能源项目
也将在近期完成交割。待交易完成后，中广核将成为巴
西第五大清洁能源发电商。

巴西幅员辽阔，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目前以水电为
主，风电、太阳能为辅，但水电进一步发展空间有限，未来
将重点发展风电、太阳能。按照巴西 2016 年公布的 10
年规划，到 2026年风电、太阳能的规划装机容量将达到
2600万千瓦和1300万千瓦。截至2018年底，风电和太
阳能在运装机容量分别为1460万千瓦和206万千瓦，仍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巴西电力市场成熟，其国家电
网调度对风电、太阳能没有限电问题。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
西是中国在南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政府将巴西
定为“海上丝绸之路”向南美延伸的重要支点，投资合作
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动力。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
表示，中巴经济务实合作继续高位运行，贸易、投资、金融
三驾马车并进，助力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双方企业和民众
广泛受益。中广核收购Gamma项目并成立巴西能源公
司，是中巴在新能源领域开展投资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是两国务实合作蓬勃开展的缩影。

“中广核将依托巴西能源公司，以巴西为中心，辐射墨
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周边国家，并逐步向整个南美地区扩
展，助力巴西乃至南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贺禹表示，中
广核将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保护、当地社区建
设、非营利组织互助合作、商业诚信、公益与慈善活动等方
面积极作为，力争实现企业利益和社区发展双赢。

收购巴西Gamma新能源项目

中广核开拓南美市场

图为Gamma太阳能新能源项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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