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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过年没有瑞雪兆丰年的银
色世界而遗憾， 现如今却有一群北京
职工在40度的炽热阳光下过年； 他们
远在莫桑比克、 塞拉利昂， 却依然坚
守着建筑梦、 中国梦， 在异国他乡用
汗水浇灌着事业之花。

在莫桑比克过新年

院里挂上玲珑的大红灯笼， 窗子
贴上精致的窗花， 还有那寄托着新春
祝福的一副副春联， 再加上一曲优美
音乐……新年的讯号就在整个小院中
弥漫开来， 那洋溢着幸福的一张张笑
脸， 彰显着幸福、 喜悦和欢乐。

当大家在布置院子准备迎接中国
人一年中最重要日子的时候， 莫桑比
克的本地工人则是满脸惊讶， 他们无
法了解东方文化的悠远和美好。

这天， 大家脱下素日里满是水泥
混凝土的衣服， 换上压箱底儿的宝贝。
在充满喜庆氛围的院子里，大家一大早
就开始忙活了， 会议室里忙着为下午2
点开始的春晚准备零食、水果，安装联
网设备，厨房里为晚上的年夜饭蒸着、
煮着、 切着， 而餐厅里大家正在为午
饭热火朝天地擀皮儿包饺子……

早在距离过年不到一周时， 项目
总工陆京海便穿越云层、 穿越时间的
轨道， 为远在莫桑比克的北京职工带
来了年货和家乡的祝福。 记得第二天
陆京海跟7岁的儿子视频聊天时， 儿子
自豪地告诉他自己可以照顾妈妈了 。
那时候的他欣慰的笑容背后有多少的
落寞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楚。 还记得
元旦时候 ， 项目经理李嵩聊天时说 ：
最近他儿子都不搭理他。 说完后大家
一阵七嘴八舌说他应该多买礼物买零
食哄哄， 为他出谋划策， 而他只是在
一旁大笑 。 笑过后大家都没有说话 ，
那会儿大家都懂得与理解他的辛酸 。
他的肩上有重于每一个的责任。 他带
领着大家在有着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的土地上打造大家共同的未
来。 不管前方是怎样的荆棘， 他都必
须怀抱着前进的信念。

热恋的爱侣纵使埋怨过、 痛苦过，
却依旧默默地守候着； 新婚不久的妻
子在家等待着遥远的丈夫； 咿呀学语
的孩子对爸爸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屏幕
里， 年迈的父母在家守着孤独的电话
铃声响起……面对家人， 大家有共同

的一句话 “对不起”。
临近春节时候， 领导在工作平台

上发来了一封对远在海外的莫桑公司
全体员工的慰问信。 其实每个人都看
到了， 但那一天的工作群却格外安静，
因为字里行间读出的是她满心的无奈
和对大家的期望。 这一年对身处莫桑
的北京职工来说是多么的不平凡。 在
困境中大笑便是面对困境最好的心态
也是冲出困境的希望，莫桑公司全体员
工2015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为新的一
年铺垫了太多可能，比如正在进行中的
法学院项目、 夏夏机场投标等等。

正值新春佳节， 所有人从紧张的
工作中抽身出来团聚在Matola。 下午
两点， 在地球的那一边的国内应该是
傍晚吃过团圆饭后， 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看春晚的时间。

而此时,有的职工正在为新年的第
一顿晚餐做准备 ， 即便是烈日当头 ，
也丝毫不能减退大家对美食的欲望 。
记得临近过年时， 项目上下就策划着
这顿烤全羊晚餐。 同志们顶着烈日在
准备工具， 制作起了烤架、 架起了火
堆、 搬来了木炭； 羊是一大早就开始
腌制的， 时常说在一群工科男中间工
作真的可以让我们长见识， 此时那些
废弃的不起眼的 “破烂” 立刻化腐朽
为神奇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当太阳渐渐落下屋角， 大家围在
火堆旁， 纵然已经大汗淋漓依旧是欢
声笑语。 不远处播放着新年歌曲， 鼓
点一阵激昂一阵欢快， 每一首播完都
会引来阵阵回忆， 此时每个人心中属
于自己的春节回忆就汇集在这里。

“战” 在塞拉利昂
在莫桑比克的北京职工， 喜悦中

难掩远离家乡、 亲人的酸楚， 但也包
含着对工作的热情。 而远在塞拉利昂
的另一撮北京职工也谱写了一曲属于
自己的奋斗的篇章。

张津源是北京城建集团国际事业
部塞拉利昂博城水厂项目的一名职工。
2014年， 26岁的张津源得了 “优秀共
青团员” 的称号。 “我当时非常兴奋
地给父母打了电话， 告诉他们这个消
息 ， 当时我妈还鼓励说 ， 好好奋斗 ，
好好生活！” 张津源笑着说。

2015年， 张津源27岁， 不仅得了
“优秀共青团员 ” 的称号 ， 还获得了
“企业新人奖”。

今年张津源28岁， 被评为 “十佳
员工”， 着实又兴奋了一把！ 兴奋之余
张津源琢磨了一下这几年走过的路 ，
“我发现自己已然从一个毛头小子成为
了国际部的 ‘老员工’ 了， 我走过的
路， 也是我的奋斗之路。”

张津源对奋斗的解释是“为达到一
定目标而努力干到最好”。 张津源刚来
到塞拉水厂的时候目标很简单，就想证
明自己，具体证明什么他也不清楚。

当时张津源的冲劲很大。 项目刚
成立， 加上缺乏人手， 张津源懂英语，
所以项目初期大部分的外围事务由他
负责。 包括当地采购、 翻译以及处理
各种突发事件 。 需要竹子作围挡了 ，
张津源带人进林子里拉； 需要材料了，
张津源到建材店一样一样地找； 集装
箱翻了， 张津源带人连夜去卸； 工人

受伤了， 张津源带着去医院处理伤情。
经常午饭跟晚饭一起吃。 记得有一次
脚受伤以后感染， 坚持工作一周多后
张津源的脚肿得和小腿一般粗， 张津
源还开玩笑说： “腿断了碗大块疤。”
那一年回想起来， 张津源用一个 “猛”
字证明了自己。

2014年8月塞拉利昂 “埃博拉” 疫
情爆发， 水厂项目停工。 张津源就回
国内机关上班了。 “很突然， 10月份
的一天公司征求我意见， 让我作为实
验室先发团队中的一员回到塞拉里昂。
我想了想之后同意了。” 当天晚上回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在湖北的爸妈， 张津
源的爸爸表示尊重儿子的选择。

上飞机的一刹那， 张津源就给自
己定了个目标， 不能只当个会英语的
工程师。

于是在采购和处理当地的外务之
余他便看图纸，跟着项目总工学习研讨
技术方案，试着出土建方面的技术交底
并学着做资料。 实验室项目很快竣工，
张津源又回到水厂项目留守过年。那段
时间他的目标是当好一个技术员。

今年张津源28岁， 正在参与博城
水厂项目最后的冲刺。 今年他的目标
是担当。

26岁时， 张津源会因为做成了一
件小事而兴奋不已， 而现在每走成一
步会去冷静地考虑下一部的方案 。
“很多前辈都跟我说过 ‘没有过不去的
火焰山’， 对照我这几年的成长历程，
我感觉在征服一个个 ‘火焰山’ 的同
时， 自己的 ‘耐高温’ 能力也越来越
强。” 张津源自信地说。

随着中国崛起， 越
来越多的 “中国制造 ”
走出国门 ， 中国职工也
随着企业远离故土 ， 在
异乡奋斗 。 在北京城建
集团国际事业部就有一
群在海外工作的北京职
工。 让我们来听听一群
在海外工作的北京职工
的故事。 远在海外的北京职工 □通讯员 邹冬娥 张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