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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雄”名叫梅中华，是中铁五局
五公司的一名职工，2013年荣获中铁劳
模。他曾经穿越“火线”，鏖战蒙河铁路

“火炉”隧道——太阳寨隧道的事迹感动
无数人。“华英雄”这个雅号的由来正是
出于同事们对他的认可和敬佩。

玉磨铁路 （玉溪－磨憨） 作为泛亚
铁路中线中国境内部分，起于云南省玉
溪，途径普洱、景洪，止于磨憨口岸，
全长 507 公里。2018 年 1 月，梅中华被
公司紧急调到玉磨铁路第一长隧安定隧
道 1 号斜井，任玉磨项目部五队副队
长。安定隧道1号斜井全长2601米，也
是全线最长的斜井，斜井集涌水、断
层、软岩变形等不良地质于一体，是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当时由于受不良
地质的影响，工程进度缓慢，公司调梅
中华来玉磨线的目的，就是想发挥他隧
道施工“土专家”的作用，把隧道进度
提上去。

在同事们眼中，今年 51 岁的梅中
华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充满
激情与韧劲，他的到来为1号斜井带来
了活力。

一到工地，梅中华就以最快速度投
入到工作中去，白天8小时，他把自己
当施工员干，一直待在斜井内，指挥协
调安排各道工序衔接。遇到断层和变形

地段时，他一天到晚都呆在第一线，每
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却从来没有叫一
声苦。他言传身教，把处理变形地段的
经验教给年轻的工友，把他自己总结打

隧道的“绝招”都教给大伙儿，深得全
队职工的喜爱和尊重。

“华英雄真的不错，从他身上我学
到一种精神。他的到来给我内心注入了
一针‘强心剂’，让我工作更加充满了
斗志。”负责一号斜井的五队队长李浩
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实施快挖快
支快循环，软岩大变形隧道快速施工取
得突破，2018 年 11 月，一号斜井完成
开挖支护125米，有效保障了工期的顺
利推进。

今年春节期间，为处理施工中遇到
的大变形，梅中华和李浩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坚守工地，掌子面前方的初级支护
被强大的地应力压得变形了，原来的

“两车道”变成了“单车道”，支护用
的 175 型钢被压得吱吱作响，扭成了

“麻花”。李浩和梅中华带头冲在最前
面，率领大伙一起换拱。历经重重困
难，终于安全渡过了大变形地段，为后
续顺利施工抢出了宝贵的时间。在1号
斜井上，一老一少并肩作战，成为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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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铁路线上的“华英雄”
＞ 我和我的祖国⑤

一带一路圆了他们的梦

中国小伙陈宇在泰国曼谷一家精油
美容用品商店了解新上市的产品。

2009 年，大学毕业的陈宇来到曼谷一
家公司就职。随着对泰国了解增多，陈宇
意识到国内市场对于泰国商品的需求以及
其中蕴含的商机。2014年底，陈宇辞去工
作，开始尝试在电子商务领域自主创业。

在这位中国广东的“80 后”创业者
眼中，泰国不仅是新的家园，更意味着
机遇与梦想。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来自巴基斯坦的希拉·坎扎
达 （右） 和古拉姆·穆斯塔法·
瓦桑 （左） 在伊斯兰堡读本科时
相识，同样喜欢植物的他们相爱
了并决定一同到中国深造，还给
自 己 起 了 地 道 的 中 国 名 字 ： 林
青、马可。两人 2010 年来到湖北
武汉就读研究生，之后又转赴江
西农业大学继续读博。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在浙江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涉外人员服务中心, 哈米
(右一)教中东国家的小朋友说
普通话。2003 年, 伊朗商人哈
米 来 到 义 乌, 做 丝 巾 生 意 。
2007 年,他和中国籍妻子成立了
义乌市首家由外商创办并拥有
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 如今已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分
公司,并把生意做到了全球。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在福建永春“翁公祠武术馆”，德国
小姑娘路易丝在武术教练潘琼琪的指导
下练习白鹤拳的收拳拳势。

受动画电影《功夫熊猫》的影响，路易
丝2015 年开始跟随父亲克劳斯学习武术，
并被深深吸引。

为了圆中国功夫梦，2017年4月，路
易丝跟随父亲、哥哥、姐姐以及其他5名德
国武术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福建永春拜
师习武。“虽然语言沟通有困难，但我们
全家都热爱永春白鹤拳。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在甘肃省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中医综合治疗区,来自俄罗
斯友谊大学东方医学院的学员
练习推拿。据了解, 甘肃省已
培 训 数 批 来 自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国家的中医研修班学员。

新华社记者 范培 摄

来自尼日利亚的学生在华为
未来种子项目实验室学习 ICT(信
息与通信技术)技术。未来种子项
目邀请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大学
生来到华为总部参观和学习，有
上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新华社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随着海陆两条弧线向世界
铺展，无数普通人的命运随之改变。

这是一个撬动梦想的支点，让中国梦与世界梦融通，也助力
许许多多个人梦想得以实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

申

土生土长的弥勒姑娘关希，从西
南石油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没有从
事与专业有关的工作，而成了弥勒县
可邑旅游小镇一家客栈的老板。

说起这个转变，她说，儿时就常
常听大人说可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阿细跳月的发源地，是弥勒
民族文化气息较浓的地方。从小便爱
好民族文化的她，大学毕业时，正好
赶上弥勒市委、市政府开始重点打造
可邑旅游小镇规划。于是，在热情好
客、淳朴善良的可邑村民感染下，关
希的“默默客栈”就此落地开张。

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很大差距，
创业初期的困难往往不是能事先预测
的。刚开始时，关希开起了酒吧，后
来游客与预期相差太大，酒吧实在做
不下去，于是转向经营做餐饮，临时
置备厨房餐厅用品。起初，因为找不
到厨师就空守了一段时间，白天坐在
店里与店员“干瞪眼”，晚上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后来，她终于找来了厨艺
精湛的厨师，“默默吧”的餐饮渐渐走
上了正轨，很多客人也都很喜欢到这

里吃饭，有些客人还专门从弥勒市区
开车来吃饭。随着可邑旅游小镇建设
的日益提升，“默默吧”的生意也越来
越红火，关希打算下一步在弥勒城区
再开一个温暖的小客栈，做大自己的
事业。

如今，“默默客栈”先后被授予
“弥勒市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点”和
“红河州旅游特色客栈”。面对取得的
成绩，小关坦言：“其实，创业也好，
从事其他的工作也罢，都不可能一帆
风顺，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
难，而且常常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只是创业道路上遇到的会更多一些。
而这个时候你不能气馁，不能退缩，
你只能多深呼几口气，咬紧牙，勇敢
地面对，当你挺过去了，回过头来
看，可能会被自己感动。就像尼克胡
哲那段一直激励着我的话：‘每一个优
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在那段
时光里，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忍受
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最后
度过了这段感动自己的日子。’”

黄吉吉春

关希和她的关希和她的““默默客栈默默客栈””

在中缅边境，距离保山市腾冲市
城区 80 余公里的猴桥口岸，有一位安
心扎根边关 30 多年的女海关关员，她
的名字叫李艳青。

李艳青是腾冲海关行邮物品监管
科主任科员。4 月 13 日，周六。在李
艳青工作的猴桥口岸，一辆辆各式牌
照的大货车按顺序驶进驶出。出入境
大厅里，从缅甸过来准备入境的边民
整齐地排列成行，等待着中国边检和
海关人员的查验，一切显得井然有
序。“你好！麻烦把你随身携带的水烟
筒拿过来我们再看一下。”经过李艳青
的仔细查验后，确认没有问题，该边
民获准入境。

“我从小就知道，手枪、手电筒、
雨鞋是父亲的装备，堵卡、蹲点守
候、抓走私就是父亲的工作。”李艳青
出生在“海关之家”。上世纪50年代，
李艳青的父亲从云南师范大学毕业
后，放弃了留校的机会，投身到中越
边境的河口海关工作。随后在畹町、
盈江口岸值守，上世纪 70 年代才回到
腾冲和家人团聚。

在李艳青的印象中，父亲总是早
出晚归。“但是，父亲从不抱怨。他总
是说，海关人员辛苦点、少休息点，
国家才能安宁，国家税收才不会流
失。”从小在父亲身上感受到的海关工

作的自豪感，使李艳青在就业时选择
了加入到海关队伍中。至今，参加工
作 30 多年，李艳青一直牢记父亲的教
诲，无论在滇摊驻点，还是在猴桥口
岸值守，她都认真履职，热情服务，
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海关事业，几
十年如一日驻守边关。2018 年，李艳
青被海关总署授以“金质荣誉”奖章。

“海关梦”“海关情”，从李艳青延
续到了她的女儿。4年前，李艳青的女
儿大学毕业，选择了报考海关公务
员，并成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目
前，她的女儿就职于距腾冲800多公里
外的中老边境勐康口岸。

“我们家虽然聚少离多，但这是所
有一线海关关员家庭的常态。我们选
择了这个职业，就一定要忠于职守。”
李艳青说，按照海关总署提出的“政
治坚定、业务精通、令行禁止、担当
奉献”的工作要求，我们会认真把守
好国门，为云南营造良好的通关环
境，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如今，李艳青的父亲已经离世。
但是，每年春天，李艳青看到鲜花盛开
的景色，常常会想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到
山上采花的情景，她非常想念父亲。

“他如果看到海关有今天的新发展，一
定会备感欣慰。”李艳青动情地说。

伍平 刘子语 李文君 杨艳鹏

＞ 追梦人

李艳青的边关情

梅中华（右）和年轻同事在隧道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