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經的「煤都」山西大同，治理十餘年，現已綠色轉型為旅遊勝
地。圖為遊客們進入雲岡石窟遊覽。 資料圖片

李勝昔所在的中瀋國際公司成立於
1984年，是當時經國務院批准的瀋陽
市唯一一家從事國家援外工程等綜合類
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業務的市屬國有企
業。他從2008年起便參與到援非工程
中，十年來，見證了老牌國企從瀕臨破
產到逆襲轉型的「鳳凰涅槃」。
十年前的一場行業洗牌，讓許多公

司瀕臨破產，李勝昔也經歷了那段灰
暗的日子——公司當時的實際註冊資
本已不足600萬元（人民幣，下同），
賬上現金不足 100 萬元，還背負着
3,000多萬元的歷史債務以及4,000多
萬元歷史的不良資產，很多員工僅發
400元工資，人心浮動。幾經調整，隨
着一批重大項目的陸續落地，公司起
死回生，到如今，年均主營業務收入
已達 4.5 億元、年人均創利 20多萬
元，且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我們是從夾縫中求生存走到今天

的，我要求我項目組的年輕人首先要做
到國家至上。」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無
論是艱苦的自然條件還是不夠完善的治
安條件，如今已經有一批年輕人克服重
重困難堅持駐守在海外一線，為這個歷
經沉浮的老國企在海外增添榮譽，也為
中國製造在海外打開了一片天地。

曾有「煤都」之
稱的山西大同，經
過十多年的治理，

終於成功變身成為內地能源城市綠色
轉型發展的代表，被外界稱為「綠
都」，成為人們休閒旅遊的優選。去
年大同市接待國內旅遊者累計5,300
餘萬人次，實現旅遊年收入近500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三分之一。

大同是中國首批公佈的歷史文化名
城之一，擁有雲岡石窟等多個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然而，由於採煤業
過度發展，大同變成了一個地表沉陷
嚴重、水資源極度匱乏的城市。2003
年到2005年，大同連續3年進入全國
污染最嚴重城市之列。
對此，大同人民開始謀求資源型城

市轉型。圍繞「藍天保衛戰」，打出

一套「綠色發展組合拳」。
大同2013年利用太陽能，整合採煤

沉陷區土地、電網等發展要素，建設
中國首個光伏發電「領跑者」項目基
地。大同供電公司發展策劃部副主任
吳利華介紹，截至去年底，大同市光
伏發電項目裝機容量達到約1,822兆
瓦，全年實現發電量 26.58 億千瓦
時，相當於節約標煤87.71萬噸，減

少二氧化碳排放227.58萬噸。
僅 2017 年，大同市完成「煤改
氣」、「煤改電」和集中供熱近6萬
戶，排查「散亂污」企業617家，取
締610家。剛剛公佈的山西省空氣品
質排名數據顯示，2017年，山西大同
二級以上良好天數達到304天，優良
率達 83.3%，連續五年保持全省第
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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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昔日「煤都」今成「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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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讚貢獻者 華工感驕傲
援助非洲十餘年 每見國旗心澎湃

上世紀80年代，國家商務部在各地設立了

大批國有經濟技術交流公司，開展國際間經

濟技術交流合作，李勝昔便是最早一批入行的技術工人。如今已是中國瀋

陽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中瀋國際）援非洲布隆迪項目經理的他，見證

了中國海外援建的發展歷程。駐非洲的十餘年間，每當五星紅旗升起，他

便感受到與祖國同呼吸的自豪與驕傲。秉承着這份責任感，他獲得了合作

夥伴的認可，非洲喀麥隆的技術總監杜姆坦陳：「中國人把我們當作朋

友，不是索取者，而是貢獻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 李勝昔向當地的非洲技術員頒發李勝昔向當地的非洲技術員頒發
學業證書學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中國援建喀麥隆的住房項目中國援建喀麥隆的住房項目，，已建起已建起
多棟連排樓房多棟連排樓房。。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李勝昔說，「我們身在海外的員
工，對公司、祖國的忠誠是一種

信仰。」人在海外，每逢佳節倍思親，
飄揚的五星紅旗，在他的眼裡也更有深
意。「在電視裡、在項目現場，只要看
到國旗升起，我的心情就是難以抑制的
激動。」

頻頻染瘧疾 坦言曾動搖
黝黑的李勝昔，講起在非洲的病痛和
孤寂會異常激動，「孤寂、病痛是國人
在海外援建工作中的天敵」。他說，幾
乎每個月都會染上瘧疾，每次都是一次
極大的威脅。非洲醫療落後，常用藥
「奎寧」會對人體多個器官產生危害。

李勝昔一直難忘一個場面——2016年
他離家時，老母親堅持送行，漸行漸遠
的母親，再次離家的傷感，讓李勝昔的
心裡不是滋味。「別人都問我，圖
啥？」他認真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
了對這份工作的深刻理解，「我是1982
年入黨的，我認為這份工作就是一份國
家任務，我們在一線承擔的就是國家給
的責任。」他不避談離家十餘年，中間
經歷過的動搖和私心，但至今仍堅守在
海外的他，已用行動作出了選擇。

耐心兼尊重 傾囊教技術
「我的工作中耐心和尊重是第一位

的」，談起援非十餘年間在工作中建立

的跨國友誼，他認為，要正視差異，也
要擺正心態。他與杜姆共同負責中國援
建的雅溫得會議大廈，起初曾遇上不少
困難，「最初我們是有隔閡的，文化差
異大，對問題的看法、解決問題的思路
都對接不上。」最終，李勝昔決定主動
去適應對方，務求盡快將技術教給他

們。於是，他和項目組的同事在製冷、
電氣、擴聲、通信等所有設備的使用上
手把手地教，語言不通就用身體語言代
替，如此反覆。如今，中國在喀麥隆會
議大廈的技術合作已超過30年，李勝昔
用善意與行動，贏得了杜姆的認可：
「我是中國人培養出的技術員！」

��	#����!"

A14 中 國 專 題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宋嘉欣/裴軍運 ■版面設計：張華強/余天麟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據介紹，「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素有「女性諾貝爾獎」之稱，該獎項

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法國歐萊雅集團於
1998年共同創立的「為投身於科學的女
性」計劃的重要內容，每年授予各大洲共5
位為科學進步作出卓越貢獻的女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此前發佈的評獎消息
中說，張彌曼創造性的研究工作為水生脊
椎動物向陸地的演化提供了新觀點，「正
是因為張彌曼的長期努力，中國在國際古
生物學領域享有重要地位，並且營造出富

有活力的學術氛圍，湧現出一批新一代古
生物學家。」

微笑致辭 多種語言交替使用
頒獎當日，82歲高齡的張彌曼登上領獎

台時一直保持微笑。她致答謝辭時，一開
聲先用法語向各位問好，全場爆發出熱烈
的掌聲，隨後她卻又用英文說：「別對我
的法語期待太高」，然後又用法語說：
「我不怎麼會說法語，我能看懂一些，但
是不會講。」

張彌曼接着主要用英語致辭，5分鐘的簡
短演講中分別出現了法語、英語、中文等5
國語言。她全程沒有讀稿看稿，節奏平穩，
發音清晰，簡短的發言贏得數次掌聲。在掌
聲中，張彌曼精煉回顧了自己六十年的研究
歷程，幽默地用中文「先結婚後戀愛」解釋
說，最初入行並非自己的選擇，但是在導師
和同事的幫助下研究漸漸入門。她又特別感
謝了女兒的理解和支持，說對於一個月就離
開母親，再次團聚時已經長成10歲的小姑
娘，女兒從未抱怨。

網友評價 風趣幽默忘拿獎盃
在完成她的答謝辭後，她分別用英語、法

語和中文說了「謝謝」，然後笑瞇瞇地離開
了演講台。離開時，她更把獎座忘在演講台
上，最後由女主持提醒，把獎座從演講台上
遞給她。
相關演講片段近日熱爆內地網絡，有人稱

讚她表現得很有氣度，同時也風趣幽默，

「張女士不僅研究了得，還很風趣幽默呢，
最後居然連獎盃也忘了拿，這科學家太可愛
了。」
還有網友說，張彌曼一開始用法語表達友

好，很幽默，感謝了好多人，包括在她科研
道路上支持過她的人。解釋中國老話的時候
用的中文，最後也說了中文。「有氣度、有
思想、很幽默的優秀女士，佩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在湖南長沙
「高升村南」公交站台旁邊的地下過
道裡，經常看到這樣一幅景象，一名
只有左臂的男子，用左手就能在宣紙
上揮毫，而且寫出的楷書和行書，讓
行家也讚歎無比，他每次「亮相」，
總能引來路人圍觀。

地下道賣字 日進千元
因為字寫得好，前來購字的人絡繹

不絕。這位斷臂男子名叫戴昌兵。他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有時候一個
上午能收入幾百元人民幣，最多時候
一天上千元也有。
和香港文匯報記者聊天時，一名
老奶奶正好過來找戴昌兵求字。戴
昌兵用左手從地上抽出一張黃色宣
紙，用鎮紙壓住紙的一邊，然後左
手緩緩攤開，再用鎮紙壓住另外一
頭。筆墨早已準備好，戴昌兵拿起
筆稍蘸筆墨，然後將八個字一氣呵
成：聰明伶俐，處處留心。寫完後
又蓋上自己的印章。老奶奶付款

後，滿意而去。

遇斷臂厄運 身殘志堅
戴昌兵介紹，他來自邵陽武岡的一

個小山村，2005 年他在作學徒操作
機器時，右手不慎捲入機器，胳膊被
絞斷，當場昏厥，最後右臂被截肢才
撿回一條命。
為了謀生，戴昌兵回到家中苦練書

法。無任何基礎的戴昌兵在當地老年
大學開始專業學習書法，並主攻楷書
和行書。2015 年，在長沙謀生的戴

昌兵在街頭看到有殘疾人現場寫字，
一天有兩百多元的收入，覺得不錯，
又正好是他的愛好，戴昌兵從此以賣
字為生。
戴昌兵自信地說，「以前別人給錢

主要是出於同情和愛心，現在很多人
是喜歡我的字。」除了每天賣字外，
其餘時間他要麼待在家裡練字，要麼
外出逛各種書法展，向專家請教。

組幸福家庭 冀開書法班
字越來越好的同時，他還收穫了愛

情。2016 年，他認識了一位永州道
縣的女孩兒，經過幾個月的交往，兩
人感情越來越好，並用他的誠心打動
了女孩兒父母。2017 年年底，兩人
順利完婚。婚後，妻子隨他來到長
沙，一起擺攤，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現在，戴昌兵已經不滿足於賣字
養家，他的理想是，能夠在長沙開
設書法培訓班，把中華書法文化傳
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中國八旬女科學家巴黎領獎
五國語言優雅答謝視頻熱爆五國語言優雅答謝視頻熱爆
第20屆「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頒獎典禮於日前在法國巴黎舉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

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彌曼榮膺年度「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她身穿旗袍，以5

國語言幽默優雅致辭的視頻這幾天在內地網絡熱傳，除了流利英文，中間還加入了法語、俄語、瑞典語

和中文，網民稱讚張彌曼優雅知性又可愛。 ■綜合新浪網及騰訊網報道
■獲頒「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中國科學家張彌曼（中）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總幹事阿祖萊（右）、歐萊雅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讓．保羅．阿貢合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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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昌兵書法引來路人圍觀讚賞。
香港文匯報湖南傳真

■深圳梧桐山風景區的小梧桐杜鵑谷的毛棉杜
鵑進入盛花初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深圳的春天早已淹沒在花海中，宮粉紫
荊、黃花風鈴木、勒杜鵑、木棉花、向日葵等
等，市民們賞花忙。近日，在深圳賞花又有新
去處，深圳唯一的高山杜鵑——毛棉杜鵑全
面進入盛花期，花海蔚為壯觀。
3月26日，「2018深圳市梧桐山第三屆毛
棉杜鵑花會」開幕，花會從3月26日持續至4
月11日。期間，將以梧桐山自然風光與毛棉
杜鵑原生態群落景觀為依托，舉辦 「杜鵑花
文化展」、「自然科普教育活動」、「攝影大
賽」等活動，全面展現梧桐山豐富的自然資源
和人文內涵。
接近山頂處，就開始有一株株花開滿枝頭

的樹映入眼簾，花朵呈淡紫色、粉紅色或粉
白色，艷麗清雅，氣質脫俗，茂盛的花朵鋪
滿整個樹冠，這便是深圳唯一的高山杜
鵑——毛棉杜鵑了。小梧桐停車場北側就是
「杜鵑谷」，一眼望去，漫山遍野。走進
去，還有一條土質步道，小道兩邊，都是一
株株盛開的毛棉杜鵑，吸引許多市民前來觀
賞、拍照。

小梧桐有個「杜鵑谷」
「今年，經過多年精心撫育，『杜鵑谷』

的景觀出來了。」梧桐山風景區管理處黨總支
副書記劉興堯介紹，這裡的毛棉杜鵑幾天前就
進入了盛花期，還能持續10天，呈現出比
「萬花屏」規模更大的花海景觀，是梧桐山毛
棉杜鵑資源最豐富的區域。為了方便遊客近距
離欣賞美景，管理處依據山勢地形，修建了這
條自然質樸的步道，讓遊客們在繁花中穿行，
恍若置身於萬千花雨中。
除了「杜鵑谷」，小梧桐上還有一處毛棉

杜鵑的集中賞花點——「萬花屏」，萬花屏
是梧桐山毛棉杜鵑大樹集中分佈的區域，花開
時，1,000多株毛棉杜鵑綿延數百米，形成一
道花牆，如同一面屏風，故名「萬花屏」。據
悉，此處的毛棉杜鵑花開稍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