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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相距萬里之遙，中國和南非必然存在文
化差異，對同一問題的理解可能因而產生偏
差。但趙剛心裡清楚，如果雙方在技術階段就
某個問題產生誤解，到後期生產時可能會產生
難以估量的損失。面對南非客戶近乎「挑剔、
執着和苛刻」的要求，他都不厭其煩地闡述。
趙剛坦言，這對雙方都是排除風險的過程。
另一件令趙剛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南非方

面十分重視「眼見為實」。他舉例道，南非的
農場主每天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走遍農場
各個角落，巡視自己的土地。「這其實是他們
要求『眼見為實』的一個具體體現，只是單純
的交流肯定不可以，這與中國人做事差別很
大。」趙剛表示，理解這一點後不僅幫助雙方
避免了一些問題，也有助建立信任和友誼。

中國人辦公快「走出去」有優勢
近4年，趙剛與南非方面不斷更新和確認的文

件多達數千份，信任成為雙方合作最重要的基
礎。「當你不斷滿足對方要求，對方也理解你的
處境時，信任就變得非常重要。」南非對工程的
便捷性、高效性和安全性最為重視，趙剛和其團
隊也就此主動做了報批文件。他坦言，很多情況
下，雙方很多對不可期的內容都是以「不簽字」的
文件來實現，這種合作的默契和信任前所未有。
在後期交車試驗過程中，南非項目經理

Chris也對中方的工作十分肯定。「中國人工
作最大的特點是動作快、重視客戶要求，這是
中國企業『走出去』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非洲友人的熱情、開朗、
樂觀讓我深受感染。」在國外
工作，吃、住、行是中國員工

迫切需要解決的三大問題，由於工作地點不穩
定，加之在當地沒有宿舍，趙剛和他的團隊都是
在南非友人的幫助下租房。租房時傢具不全，像
廚櫃、沙發，很多都是南非友人送給他們的。不
僅如此，南非項目方的人員也不斷幫中方人員解
決和協調在當地吃住行的一系列事宜。

當導遊辦派對 同事親如家人
趙剛說，由於天氣炎熱加之工作壓力

大，有一段時間他胸悶氣短伴發
心絞痛，62歲的南非項目經理
Chris知道後，主動帶他到當
地醫院就診。在很多場合，
Chris都把趙剛當成自己的
孩子來看待，趙剛等同事
也喜歡稱他Uncle。甚至
就連推薦當地特色度假
地、特色展覽也成了這位
南 非 Uncle 的 「 工 作 任

務」。雙方還不定期舉行家庭派對，兩個國家，不
同膚色的一群人，宛若一個大家庭。
去年9月，正在南非北部偏遠地區測試機車的

中方員工楊曦亮，突然接到電話，指其父親被驗
出患腎癌並準備進行手術，情況十分危急。作為
家中獨子，楊曦亮心急如焚。但不巧的是，他所
在的北部邊境城市，距機場有700多公里的路
程，且該地區不通客運火車和汽車，出行只能靠
自駕。消息傳到Chris的耳中，這位62歲的老人
自告奮勇，自駕10個小時山路，最終將楊曦亮安

全送到機場。
事後回憶起這件事，作為領導的

趙剛聲音依然有些哽咽，「在
西方國家，佔有他人的私人
時間只有朋友才能做到。
從這點來看，他們是真心
拿中國人當朋友。」

南非項目實行「四本」模式，即「本地化製
造、本地化採購、本地化用工、本地化維
修」。當趙剛來到實施本地化製造的德班工廠
才發現，這裡所擁有的僅僅是個空廠房，中方
不僅要協助南非方面工藝佈局、採購設備，還
要培訓當地員工設備操作，包括向其轉讓製造
機車所需的工藝裝備。
由於一切從零開始，趙剛和團隊面臨重重困

難。「我們不僅有高級技術人員長期駐紮在德
班，也請南非的員工到中國來學習。」事實
上，南非籍員工先後兩次來到中國大連，學習
製造機車的相關工藝。文化差異、管理模式不
同、製造理念不同，加之人員輪換，都給中方
培訓南非人員帶來很多困難，縱使如此，南非
本地化生產的進程依然如期進行。
自2016年9月開始的南非機車本地化生產，

中方負責工藝佈局、工裝安裝、車體鋼結構和構
架的生產。工作中，中方駐南技術人員為南非籍
員工制定了系統的培訓方案，並由工藝技術部門
高級工程師負責理論培訓和指導，提升當地員工
的技能水平和工作效率。去年三月，隨着德班工
廠完成首台機車司機室側牆組焊，意味着內燃機
車在當地正式實現本地化生產。
趙剛說，本地化生產「從無到有」，不僅帶

動了當地產業鏈的發展和製造業的發展，也推
動了南非鐵路裝備製造技術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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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溯到2012年7月，南非
國家鐵路公司面向全球公佈

其1,064台內燃及電力機車的龐大
採購計劃，這是近十幾年來，世界
範圍內最大的單批次機車採購項
目。
此時的中國東北，正值盛夏酷

暑。一通電話驚醒了正在放「高溫
假」的趙剛，電話那邊要求他立刻
歸廠執行南非機車投標任務。看到
標書要求後，趙剛用「震驚」二字
形容當時的感受。「一是南非機車
的技術要求又高又細，二是採購訂
單量龐大得前所未有。」由於此前
沒有接觸過南非客戶，當時趙剛和
團隊只想要盡可能把工作做到最
細。針對南非鐵路公司標書中的
2,237項技術要求和172份國際標
準，他逐條應答並給出對應的設計
方案和說明，最終完成共計1,600
多頁的127份應答文件。「現在回
過頭看，這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機車
領域最細緻的標書文件。」

驚訝南非發展 基建媲美日加
同年12月，趙剛第一次踏上南
非大地。「直到我下飛機後，才知
道以前對南非的印象都是錯的。」
趙剛笑言，過去一直以為南非是貧
窮、落後的代名詞，自然和人文環
境比較惡劣，但現實完全不是這
樣，大大超出了我的想像。
「之前我去過日本、美國、加拿
大，從基礎設施來說，南非不輸上
述三個國家。與我們接觸的當地職
員，他們的教養、職業操守也非常
令人尊敬。」趙剛感慨道，從兩個
生活上的細節就可見一斑：「南非
的自來水可以直飲，交通秩序的守
法和文明程度可以媲美新西蘭。」

這讓他對「彩虹之國」心生敬意的
同時，壓力也更大了。
隨後短短5個月內，趙剛和團隊
3次往返中南。每次在南非出差，
從本地化工作如何開展，到當地人
工作崗位安排，都在考慮之列。首
次赴南非的所見所聞，讓趙剛將所
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南非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

其在世界軌道運輸領域卻有着舉足
輕重的地位。南非國有運輸集團主
席瑪巴索說，投標者不僅要滿足技
術條件、擁有價格優勢，還必須突
出黑人賦權、培訓和技術轉讓。南
非國有運輸集團希望通過機車採
購，推動鐵路裝備製造再工業化的
啟動。

摘下供貨合同 工作早出晚歸
2014年3月17日，遙遠的南非
傳來捷報，中車大連成功摘得232
台內燃機車供貨合同，總額約9億
美元。直到今天，這仍是中國內燃
機車出口海外最大的單筆訂單。此
時，正在新西蘭進行機車售後服務
的趙剛接到指令返回國內，啟動南
非機車的設計工作。
南非國家鐵路公司對技術條款的

執行非常重視，更提出嚴格要求。
設計過程中要進行3次大規模評
審，每次歷時半個月。趙剛每周2
次與南非項目經理召開電話會議、
頻繁通過電子郵件進行技術澄清，
如此大量工作僅僅是一個開始。這
期間，趙剛又數次踏上南非，與南
方項目經理就重大事項當面溝通。
妻子曾對他開玩笑說：「再這樣工
作下去，孩子都不認識你了。你回
來他已經睡着了，他沒起來你已經
出門了。」

提交海量文件 終獲用戶認同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最終設計評

審中，克服了重重困難的趙剛及其
團隊，製作出332份澄清文件和
158份評審文件，使機車設計最終
得到南非用戶認可。2016年3月15
日，中國出口南非的首台內燃機車
在大連成功下線，交付南非。
4個月後，趙剛開啟了南非駐紮

生活。在近一年半時間，從德班的
海港卸船接車，到駐紮在比勒陀利
亞，再到高原、最寒冷、最熱以及
一些特殊路線所在地，趙剛的足跡
幾乎遍佈南非主要城市，與團隊在
不同地理和自然環境下試驗機車的
性能。最終，涉及機車控制、安全
等方面共85個大項試驗，全部順
利通過南非方面嚴苛檢驗。「這是
中國製造、中國技術的勝利。」趙
剛說。

非Uncle驅車走山路 送華工歸國探病父

從海港城市德班，到內陸重鎮比勒陀利亞，多年來，趙剛的足跡幾乎遍佈大

半個南非。他早已記不清多少次穿梭在中國與南非之間，為國產機車（又稱火

車頭）駛入「彩虹之國」並實現本地化生產默默付出。作為中車大連機車技術

開發部的領頭人，他不但帶領團隊在南非不同的城市試驗機車性能，成功將

「中國製造」和「中國技術」輸出到當地，更收穫了南非人民滿滿的友誼。同

為金磚國家，建交20年來，一大批中企到南非投資，為當地製造業發展作出了

積極貢獻。放眼中國，正是千千萬萬個「趙剛」無私的付出，讓中南友誼歷久

彌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遼寧報道

派員駐紮助培訓
當地車廠無到有

溝通排除風險
合作建基互信

■南非當地員工向中方工程師學習機車製造。
受訪者供圖

■■南非的酷暑難阻趙剛投入工作南非的酷暑難阻趙剛投入工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趙剛（前排右二）及其團隊與
南非項目經理Chris（前排中）等
在機車前留影。 受訪者供圖

■■中國首台出口南非的內燃機車在環形試驗中國首台出口南非的內燃機車在環形試驗
線上檢測線上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攝攝

■Chris 與趙剛情
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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