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春节是举家团聚的日子，但还
有一些人没能回国返乡，而是坚守在海外
工作一线。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 年
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这些中国
建设者们的海外年，几乎都是在遍布全球
的中国项目、中国工程、中国基地上度过
的。他们经历着春夏秋冬各不相同的季节，
体验着东西南北各有差异的水土，面临着
需要各自绝活的挑战和任务……如果说国
内春节最大的底色是亲人团聚，那么海外
年体现的是一种奋斗的姿态。我们聚焦“一
带一路”，看看别具一格的海外中国年。

“春节期间正是大干的时候，许多项
目过节不停工，大家坚守岗位，确保早
日圆满竣工”，对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埃及分公司总经理常伟才来说，今年
春节也是一个“团圆年”，因为员工都在
项目上，没有一个回国的。

中国建筑承建的“一带一路”重点工
程—— 埃 及 新 行 政 首 都 中 央 商 务 区
(CBD)项目正在紧张地施工，项目上中国
员工大约1200人，所有人都坚守岗位。

这个合同金额30亿美元的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包括20个高层建
筑单体及配套市政工程。时任埃及住房部
长曾表示，项目建成后，埃及将真正拥有世
界级的高档中央商务区，坐拥非洲第一高
楼，并带动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带和红海
经济带开发，助推埃及国家复兴计划的实
现。“春节期间正是大干的时候，大家也没

多想着过节这件事，更多的是这一周工作
该怎么做。”常伟才自己干了12年海外工
程，他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专门休过假，都
是回国开会的间隙，顺便回家看看。

在阿联酋，中国企业承建的迪拜哈斯

彦电站码头及取排水GRP管道工程、阿布
扎比哈里发港集装箱码头二期项目也在
紧张地施工。两大项目都预计在今年六七
月份完工，这个春节，项目全体人员都不
敢放松。中交一航局三公司中东分公司党

支部书记李军告诉记者，两大项目上中国
员工170人左右，春节回国的不到20人，
在项目上也只安排了大年三十下午和正
月初一总共一天半的休息时间。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的越南沿海
二期2×660MW燃煤电厂项目也正迎来
2019年这个施工的关键年，包括电气工
程师张卢恒在内的 15 位中国管理人员
和所有的中国工人都在春节期间留守
现场。“为了保证岁末年初施工连续性，
许多重要岗位上的员工不能离开，大家
互相照顾，让最有需要的同事回国过
年。”张卢恒说，公司为春节安排了除夕
到正月初二 3 天休息时间，但安全质量
管理不能停，值班人员不能少。

海员邸文顺所在的“中远海运玫瑰”
轮不久前还在太平洋航行，春节期间行
至美国西岸沿海。“过年刚好赶上靠美国
洛杉矶码头，中远海运集运洛杉矶分公
司十几个同事上船来和我们一起过年，
船上安排了很多联谊活动，还准备了丰
盛的年夜饭。”邸文顺说。这已是邸文顺
连续第三个不能在家度过的春节，却让他
对春节、对家有着更深的理解。“船上25
位同事，有刚刚上船的实习阿弟，也有为
远洋事业贡献了几十年青春的老师傅，更
多的则是我们‘80后’‘90后’。这也正和
我们的家庭一样：老中青三代，互相关心
爱护。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能感受到家
的温暖。”他说。 李婕（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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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年

在节日中在节日中
欢庆我们的节日欢庆我们的节日

■娄晓琪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世界与中国
一起庆祝。无论是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
号楼首次为中国春节亮灯，还是日本东
京塔首次为中国春节点亮“中国红”灯
光装饰，以及英国伦敦唐宁街 10 号首
相府大门贴上春联，特雷莎·梅首相亲
手剪“春”字窗花……人们普遍的感受
是，中国春节给世界带来浓浓的“年味
儿”。从大年初一到十五元宵节，海内外
华人乃至所有尊重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都沉浸在欢度中国农历新年的喜悦中。
春节之后，我们还将迎来清明节、端午
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中华传统
节日。中华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它是维系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
神纽带。

我们今天的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
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在汉代找到其源
头。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
节日文化的发展。从禁忌迷信的神秘气
氛中逐渐解脱出来，民俗节日向礼仪
性、大众性、娱乐性方向发展，演变成为
真正的良辰佳节。

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真情，通过节日
得以长存。人世间的美好期盼和吉祥祝
愿，提炼成为万古不衰的民族传统节日
之魂。

中华传统节日有着鲜明的民族特
色。从古至今，在事关民族发展和生产
生活的重大节日上，才有全民性的祭拜
或庆贺仪式，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重阳、冬至等。其中，立春是新年伊始并
筹划春耕的时节，中秋是收获团圆的季
节，春节与中秋节成为中华民族的全民
性节日。区域性、民族性以及行业性、群
类性的节日和节庆文化，则多达数千
种。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的节庆文化体
系，影响辐射东亚、东南亚诸国和地区，
并随着华人世界范围的活动而深远。

中华传统节日体现着和合与包容。
中华传统节日的文明价值，蕴含在天
时、地利、人和的和合精神中。

盛世节日多。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的当下，我们的节日和节庆文化呈现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的
文明底蕴愈加深厚，并以节日的方式存
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正是
在节日中，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海内外华
人，得以受益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

在节日中，欢庆我们的节日吧！
（作者为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

会长、文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 一带一路

在 埃 及 ，当 地 工 作 人 员 与
中国员工共度春节。

在 新 加 坡 滨 海 湾 举 行 的
“春到河畔 2019”迎新春活动。

中国游客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与熊
猫人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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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爱过春节了，他
们过节的热情甚至超过中国人自己。他
们也要贴窗花、对联，还买许多红色的迎
春礼物。 新华社

春节前夕，历经 2018 年困惑和踟
蹰的大理民宿老板们欢聚一堂，举行
了 2019 年大理市客栈协会首次年会，
向“心动大理· 最美客栈”评选活动中
获奖的82家客栈颁了奖，最要紧的，是
讨论2019年云南民宿业将如何发展。

最终，“民宿＋”成为大家的共识。
用民宿这一载体作为连接，打通旅游
要素的方方面面，做好线上推广与线
下体验的融合实效升级，让“找着民宿
去旅行”成为时尚新玩法，推动云南民

宿走向世界。于是
就在这一天，中国
首 本 民 宿 行 业 专
业期刊——《大观
周刊·亚洲民宿》
正式签约，平台建
设正式启动。

据大理市客栈
协会统计，大理目
前 约 有 客 栈 7965
家，客栈从业人员
超 6 万，年接待游
客 人 数 达 到 1600
万人次，是中国客
栈集群之最。长期
以来，大理民宿依
托 大 理 的 自 然 风

光、历史文化、独特设计和人文情怀，
成为大理新时代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之一。为了让更多游客对大理留下
美好的住宿印象，同时对大理的客栈
民宿品牌进行积极推广，大理市客栈
协会特此举办了“心动大理·最美客栈
评选活动”，寻找真正代表大理形象和
内涵的客栈。在评选期间，大理市客栈
协会共收到了大理总计 200 多家客栈
的报名。网络票选经过两个多月的投
票，获得了近 420 万的微信端浏览量，

经过专家组讨论、试睡员体验，结合网
络打分，最终评选出十六个大项的最
美客栈。

双廊海之书馆客栈主理人安南说：
“三十五年前，因为一部电影《五朵金
花》，让我喜欢上了大理。高中毕业，我
参军来到了大理。直至今日。二十三年
前，我第一次去到双廊，一见倾心，于
是开始了漫长的付出，才有了今天的
海之书馆客栈。大理客栈一定会在中
国旅游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为搭建一个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
平台，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云南
就爱去旅游文化传媒公司与深耕民宿
市场多年的大理探索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强强联手，合办中国首本民宿行业
的专业期刊——《亚洲民宿》。《亚洲民
宿》致力于打造全亚州民宿客栈品牌，
推崇客栈民宿人文情怀和主人温度，
传递亚州人文情感。

大理客栈协会秘书长贺双全认为：
“近些年来，亚洲民宿开始遍地开花，
而国际游客和亚洲多元文化的内部交
流也更加频繁。亚洲民宿的火热背后
所代表的，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集中展
示和民间交流的文化融合。”

云南日报

＞ 精品时代

2019云南民宿业发出大动作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建于云南
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
忙蚌村滨河路边，这里也是曾经的滇
缅铁路孟定站。博物馆铁青色的仿砖
墙体庄严肃穆，外观造型与某些火车
站颇有几分相似。走进一楼展厅，仿佛
从深邃的隧道里奔驰而来的火车模
型，汽笛轰鸣，把火车启动、行进、进
站的鸣笛声模仿得十分逼真。展厅地
面是钢化玻璃覆盖的铁轨，展厅两侧
用实物、照片、雕塑展示了修筑滇缅铁
路的情景。二楼展厅陈列了一些抗日
战争时期滇缅铁路建设的文物，更多
的则是展示中国近现代铁路建设的历
史和成就。

修建滇缅铁路的构想，起于清朝
末年。1884 年中法战争后，英法两国
觊 觎 云 南 。1903 年 法 国 修 通 了 滇 越
铁路（越段），英国也不甘落后，准备
修筑滇缅铁路。早在 1867 年，英国人
贺尔特就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
《关于联络印度、暹罗（泰国）与中国
之铁路报告》，提出修筑滇缅铁路，以
连接印度、缅甸和中国云南、四川，将
英国的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南和长江上

游。这一设想被英国政府采纳，英国人
戴维斯历时 7 年，4 次深入滇西南，足
迹遍布临沧、德宏、保山、思茅、大理，
勘测滇缅铁路的线路。1905 年，滇缅
铁 路 出 现 在 英 国 侵 略 者 的 地 图 上 。
经云南当局力争，坚持“各修各筑，
各出各费”，保住了这条铁路中国境
内的路权。

博物馆中展线设计以事件、时间为
脉络，用修筑滇缅铁路时的实物、场景
再现、影视文字、图片等资料，表现了中
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争
取修建滇缅铁路付出的巨大努力，记录
了近代以来滇西人民修筑滇缅铁路时
艰难悲壮的场景。注目一幅幅弥足珍贵
的照片和一件件难得一见的实物，仿佛
能听到密林深处的锄声、锤声、炮声、夯
土声和马帮铃声。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展现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奋力拼搏精神。全面抗战
爆发后，为沟通国际运输线，国民政府
决定开建滇缅铁路，于 1938 年 12 月动

工，30 万民工奋战在铁路工地，与严
寒酷暑拼搏，与瘴疠病魔拼搏，与缺粮
断炊拼搏，硬是靠肩挑手挖，在悬崖绝
壁的澜沧江畔，在莽林遮天的南汀河
岸，修筑了滇缅铁路路基。但是 1942
年滇西失守，铁路被迫停工，未能全线
修通。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彰显了工程
技术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滇缅
铁路走向上，曾养甫、萨福均、杜镇远
等组织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坚持科学、
追求真理，云南省主席龙云把选择路
线的权力交给筑路专家。于是，在云南
境内全长 860 公里的滇缅铁路，比另
一方案缩短了 200 多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
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迈向强起来，
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铁
飞驰，天堑变通途。围绕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云南描绘了“八出滇、四出
境”宏伟蓝图，滇缅铁路的百年梦想即
将实现。 杨茂芳 文/图

＞ 往事

滇缅铁路遗址博物馆

展出的修筑滇缅铁路时孟定集市照片

30 万
民 工 奋 战
在 铁 路 工
地。图为滇
缅 铁 路 遗
址 博 物 馆
展 厅 中 的
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