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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凯尔”，
注视着身旁的妻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回想起在乌干达伊辛巴工作的 7
年时光，感觉生活就像电影一样变幻，
所有的片段与故事错杂的交汇在一起，
编织成一场甜蜜而又美好的梦。

正如张爱玲所说：“不经意间，于
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
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
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爱的微光 缘来就是你

刘奇，2014年入职水电一局。
2015年 2月，该公司承建的乌干达

伊辛巴水电站项目正在非洲这片热土如
火如荼的展开，刘奇主动请缨参与到
3.5 公里进场道路的维护修建工作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异域风情的妻
子——贝提，当时贝提正在乌干达坎帕
拉卫校学习护理专业，是一名大学生。
爱情从这一刻开始。

贝提时常在网上教刘奇学习英语，
为了回馈贝提，刘奇也开始教贝提学习
汉语。走过了时间，缩短了空间，见证
了彼此的成长，用你的早安、我的晚餐
互诉彼此的生活，大概没有人能抵挡的
住这种热情而又大胆的追求。

还记得刘奇害羞地说到，“起初我
是拒绝的，但是日久生情嘛，难免越来
越喜欢。”由于贝提家庭贫寒，无法支
付对乌干达人来说昂贵的学费，多次产
生像乌干达普通女孩一样选择辍学的想
法，但每次都被刘奇劝服。于是，刘奇
便私底下默默地为贝提的学业提供经济
支持，2019年12月，贝提顺利毕业。

跨国婚礼 最美的绽放

刘奇第一次把这个乌干达女孩的事
告诉了远在国内的家人，父母不理解，
亲戚朋友泼冷水，语言、文化、生活习
惯、信仰、肤色各种“不合适”。2018
年，刘奇选择了回国，他知道，这段跨
越天涯海角的恋情，只源于自己的不坚
定，他知道涉及到身边的亲人、朋友的

种种灵魂拷问，和对待这个女孩的“另
眼相看”，以及签证问题。但对贝提来
说，又何尝不是遇到重重险阻呢。

于是，刘奇决定再次向母亲说出自
己的感受，或许是因为母亲被感动了，
觉得儿子选择是对的；又或许是想再考
虑考虑，母亲居然没反对。于是，刘奇
再次踏上了返回乌干达的行程，但这一
次，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于这对恋人来说，婚礼便是他们
的全部。两人计划贝提在乌干达马克雷
雷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一年汉语后，一起
回中国举办婚礼，但2020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随着全球疫情开始流行，乌干达也
未能幸免，于2020年3月22日封国（停
飞国际航班）。随着乌干达疫情慢慢稳
定，乌干达政府也选择了重新开放机
场，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刘奇多次给贝
提办理回中国的签证未果。于是，刘奇
做了一个重大而坚定的决定：选择在乌

干达与贝提结婚。这对恋人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在当地民政局领取了结婚
证，并简单的举办了婚礼。唯一遗憾的
是，只能收到父母来自国内的祝福，不
能合家团圆。

喜得良人 温情的陪伴

贝提原本就读于距离伊辛巴项目部
90公里外的首都坎帕拉一所大学，刚刚
毕业就和刘奇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平
时只能通过网络联系。项目部秉承“关
爱职工、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贝
提毕业后，招录她为办公室对外联络
员，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工作
了，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贝提喜欢用汉语向大家打招呼，虽
然发音不太标准，但沟通却没有问题，
偶尔她会给刘奇做一些炸薯条、面点，
也会热心地和同事分享。也因为她的脸
上总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有时大家也
会不时调侃一下他们的幸福生活。

贝提乐观向上，有思想和创造力，
对于贝提来说，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很喜欢跟同事学习汉语，也愿意互相
帮助。她说，“感谢水电一局能给我提
供工作的机会，也很喜欢中国电建中乌
员工一起工作的氛围。”

爱的结晶 生命的延续

2021 年 1 月，乌干达再次爆发疫
情，一对新人再次回国无望。此时，贝
提怀孕了。当刘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
候，开心的像个孩子，别无选择的两人
选择在乌干达等待孩子降临。

国外的疫情防控与国内在疫情防控
措施、防控力度、医疗环境等方面有着
天壤之别，既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出生，
又要保证母子不会被感染，项目部尽最
大的努力帮助刘奇与贝提解决各种困
难。专车接送产检，并且按照项目部疫
情防控的要求，刘奇和贝提每次从医院
产检返回，都需要隔离两周，然后再进
行核酸检测。

乌干达当地时间2021年8月11日晚
11 点 35 分，孩子出生，母子平安。刘
奇在朋友圈晒出简短的文字——“小小
男子汉+开心的表情”，见证中乌友好的

“结晶”来了。刘奇给宝宝起得名字，
叫“刘凯尔”——取“凯旋有你”之
意。

对刘奇而言，七年前，孑然一身；
七年后，一家三口。七年前，刚大学毕
业的他，因梦想来到异国他乡，因缘分
成就跨国爱情。他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
给了水电事业，将最美的爱情故事播撒
在伊辛巴水电站。

在这里，见证了中乌结合的一段佳
话，见证了中乌“结晶”的诞生。这个
小生命的诞生，预示着中国电建在乌干
达深化合作的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也许就是水电人的情怀，它穿越
了世界的大好河山，展现了中国人的智
慧与气魄，传承着中国人宽广的胸怀，
体现着爱无国界、爱无种族之分的“命
运与共”。

刘奇与贝提一起干家务 水电一局 提供

社会责任

本报讯 日前，水电三局基础
建筑分局山东东营项目部强化劳务
作业队伍管理，力保农民工工资顺
利发放。

参与项目施工的队伍多达17家、
劳务人员高峰期达600多人。为解决
农民工外出难、办卡难问题，保证农
民工工资准确及时发放，项目部邀请
银行工作人员统一为农民工办卡。

在此之前，项目部对施工队伍农
民工进行实名制管理，采取实名打卡
考勤制度，获取准确出勤情况，同时
要求分包队伍及时上报和更新人员
变动情况。此外，项目部收集农民工

银行卡资料，并核实银行卡信息与农
民工本人信息是否相匹配、银行卡是
否存在冻结、卡号不正确等问题。

项目部财务人员通过收集到的
农民工信息，仔细核查银行卡信息、
农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考勤表、工
资金额等信息的准确性。

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对施工劳务队的
实名制管理，有效监管劳务队资金流
向，保证农民工工资终端支付、按时
足额发放，确保农民工权益得到有效
保障。

（付钰奇）

本报讯 “幸亏你们及时帮我将
高粱入仓，不然这雨来了不知是什么
后果，真是太感谢了！”村民罗开贵激
动的说。

当前，正是黔西北地区高粱进入
收获的季节。村民罗开贵家收割了 6
亩高粱，不料天公不作美，天空突然
乌云密布，刚刚脱粒出来的高粱还晾
晒在场院里。家中的两个儿子都在外
地，农忙时也回不来，看着天空中逐
渐密布的乌云，老两口手忙脚乱。

贵州片区党支部书记第一时间
带项目职工帮助村民抢收。第一小分
队用塑料布将已收割好但未来得及
进行脱粒的高粱进行覆盖，以免被雨

水淋湿；第二小分队用铁锹、“趟耙”
等农具把摊平晾晒的 3000多斤高粱
推成一堆，利用小推车快速推进粮
仓，经过大概两个小时的奋战，晾晒
的高粱全部入仓。

“能为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是我们的荣幸，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
粮食入仓啊。”支部书记笑着说到。

据悉，当地村民种得高粱将一茬
接着一茬成熟，像罗开贵这样的村民
还有许多需要帮助，项目部会在抓好
工程建设的同时，积极履行央企社会
责任，帮助村民打好这场高粱丰产丰
收攻坚战，确保“颗粒归仓”。

（陈 喜）

水电三局

多举措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水电基础公司

助当地粱农秋收“颗粒归仓”

本报讯 日前，中南院驻湖南
省湘西州张排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与村支两委共同组织召开了“河溪
镇张排村 2021年度新入学大学生表
彰大会”，缓解贫困学生家庭压力，
助力莘莘学子踏上求学之路。

会上，中南院乡村振兴工作队向
考入理想大学的准大学生们表示了
祝贺，并勉励各位学子铭记乡情，不
负韶华，继续发奋努力，将来学有所
成，回馈社会、报效祖国，并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

受表彰大学生也纷纷表示，一定
努力学好知识和本领，不辜负各级领

导和爱心企业以及乡亲们的期望，争
取早日学成归来，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用自己的知识造福家乡。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此次表
彰 ，共 计 为 6 名 学 子 发 放 奖 学 金
20000元。为进一步激励农村基础教
育，助推乡村人才振兴，在市驻村办
及河溪镇政府大力支持下，中南院驻
村工作队还组织村支两委、爱心企业
及多名乡贤，共同发起并筹措建立了
张排村助学奖学基金，鼓励孩子们好
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奋斗成
就人生。

（张久杰）

中南院

小奖励激发大梦想

本报讯 8月25日，云南省怒江
州贡山县发生山体滑坡，山石泥土
滚滚而下，造成道路中断，车辆无
法通行，如不及时处理现场，将会
危及到山下村庄群众的生命安全。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水电九局
承建的云南贡山项目部党支部迅速
行动，紧急组织9名党员、团员成立抢
险救援突击队，并调动一台装载机和
两辆车辆奔赴滑坡地点清淤通路。
在前往受灾点的路上，工地施工队伍
了解了情况后，也纷纷带上铁锹、畚
斗等工具自愿参与到救援队伍中来。

经过 2个多小时奋战，被堵塞的
道路全部疏通完成，滑坡路段大部分
泥石流清理完成，具备临时通车条

件，消除了安全隐患。“我们这里下雨
天很多，每次山体滑坡总是你们冲在
前头，为我们排忧解难，你们不止是
来干工程的，也是来给我们修建家园
的，感谢你们！”经常开车路过的王师
傅为救援队员送上矿泉水并感激道。

救灾现场，一支抢险救援突击队
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
面鲜红的旗帜。“身为党员又是项目
的安全员，我肯定要第一个站出来，
尽到我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青年
党员罗考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成为这次抢险救灾的生力军、
主心骨，筑起了一座压不垮的坚强堡
垒。 （龙长云）

水电九局

参加抢险救灾践行央企担当

又是一年毕业季。老挝丰沙里省丰
沙里县普发村的大山深处，22 岁的维
萨·西提翁正激动地盯着电脑屏幕。

屏幕里，千里之外的武汉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里毕业典礼正在进行中。“维
萨·西提翁……”当从毕业答辩结果里
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维萨的眼泪一下子
就涌了出来，他成为了丰沙里省第一个
在中国著名学府毕业的大学生……

此次此刻，维萨想要感谢的人很
多，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电建和他素
未谋面的刘玉磊大哥哥。

维萨的家乡老挝丰沙里省与中国接
壤，世代友好，薪火相传，从小维萨就
非常向往中国。而南欧江就发源于这
里，一路奔腾向南，跨越475公里，汇
入湄公河。

2012 年，随着中国电建投资建设
的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陆续开
工，一项造福两岸民众的教育计划得以
实施，中国电建庄严承诺，资助 18 名
老挝籍学生赴中国武汉大学留学深造，
这一下子拉近了维萨与中国的距离，改
变了他的命运。

2017 年，品学兼优的维萨经过层
层选拔，成为被中国电建选派武汉大学

的首批留学生。“是中国电建帮我实现
了儿时的梦想，我会珍惜这份深情厚
谊，刻苦努力学习，为中老友谊添砖加
瓦，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为了让老挝学子们安心学习，中国
电建为其提供了每年的学费、住宿费、
书本费、交通费、生活补贴、医疗保险
和首次抵达安置、必需品采购等费用，
并安排专人对接武汉大学，做好老挝留
学生的服务工作。

一份特殊的情感，往往升华于一个
重要的历史时刻。2020年2月，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2020年7月，26岁的刘玉
磊逆行来到老挝常驻。

“大家好，我叫刘玉磊，是新任的
留学服务员，大家可以称呼我玉磊哥。
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工作，为大家服
务，就是为南欧江的未来服务，就是为
中老友谊服务。让我们携手并肩，共抗
疫情，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刘玉磊在老挝留学生微信群里的一
段话，让因为疫情，寒假滞留在老挝家
乡的维萨，再次坚定了坚持学习，顺利
毕业的信心和勇气。

“因为疫情，不能按时返校学习，
的确很郁闷，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不能

在武汉大学顺利毕业。”和维萨同样想
法的不在少数。除了2名留守武汉的老
挝留学生外，其他 16 名留学生则滞留
在老挝。

绝不能因疫情影响到老挝学子的学

业。刘玉磊与每名老挝留学生通电话聊
微信，认真倾听心声和诉求，千方百计
为其解决难题。“随着国内疫情的控
制，在武汉大学的2名老挝留学生，逐
步恢复正常学习秩序，滞留老挝的维萨

等16名留学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为保障每一位留学生能够全身心的

投入学习，跟上课程进度，中国电建持
续为各位留学生提供生活补贴，刘玉磊
也与留学生随时保持沟通，询问他们的
学习进展、身心健康状况，并督促各留
学生专心努力学习，为他们加油鼓劲。

此外，中国电建还为 2020 年新选
拔的 4 名留学生每人捐赠了笔记本电
脑，并协同老挝能矿部，为这4名新留
学生在万象选定临时租住房，进行线上
的语言班学习，以便顺利通过汉语等级
考试。

除了电话沟通外，刘玉磊定期会在
微信群里发布关于新冠疫情的科普帖、
预防帖和温馨提示帖，鼓励大家困难是
暂时的，未来是美好的，越是在特殊时
期，越要懂得自立、自律、自强，这将
是人生路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玉磊哥就是我们的大哥哥，不光
生活方面关心帮助我们，他还对我们每
个人的学业都了如指掌，会时不时的抽
查学习情况，我们专业上不懂的知识
点，也会请教他。他细致负责，更富有
激情，让我们能够坚定的走下去。”维
萨说。

就这样，学习优异的维萨，更加努
力刻苦，整个 2020 年间，虽然是网课
学习，但他先后完成了高级汉语、汉语
写作、商贸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简史等
4 门学科积分，并顺利完成了社会实
践、论文撰写和答辩，最终拿到了学士
学位和毕业证。

“维萨是老挝留学生的优秀代表。
我们很期待他学有所成后，能为老挝国
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并成为中
老友谊的使者，那么我们的努力和付出
没有白费。”刘玉磊欣慰的说。

“作为一名老挝人，我非常感谢中
国电建对我们所有留学生的关爱和帮
助，更感谢中国电建建设的南欧江水电
站，给我的祖国和家乡带来翻天覆地的
改变，这也会让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对于未来，维萨满怀期待。

目前除维萨外，中国电建资助的2
名留学生在武汉大学校学习，另外 15
名均在老挝通过网课顺利推进学业。

刘玉磊说，每名老挝留学生都是一
枚种子，每一座电站都是一颗明珠，电
建人所做的就是让这片热土，开出更多
美丽的占芭花，放射出更多的夺目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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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磊通过网络与维萨谈心交流 张雪杉 摄

我和我的外国朋友

最美电建洋媳妇

（上接第一版）
羊湖取水口海拔4450米，天然落

差 840 多米，装机容量 11.25 万千瓦，
是当时西藏最大水电工程。在如此高
海拔修建高水头抽水蓄能电站，世界
上还未有先例。中国电建敢为人先，
以西藏发展为己任，经过20多年的艰
难探索，世界海拔最高、中国水头最
高、隧洞最长、自动化水平最先进的
抽水蓄能电站于1998年投产，极大缓
解了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电力
紧缺，谱写了征战雪域的英雄壮举。

在中国电建最早进入西藏的昌都
地区，一座装机 6万千瓦的水电站巍
巍矗立在金河上。

1995年，成都院承担了金河水电
站可行性研究勘测设计工作。设计周
期紧，时任成都院副院长的晏志勇为
队长，带领70余人组成的精干队伍奔
赴现场。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
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队员以高昂的
斗志、满腔的热情，战胜了高原的恶
劣自然条件，按时提交高质量的设计
报告。

金河2000年破土动工，2004年全
部建成投产，比计划提前五个月，结
束了昌都电网严重缺电和没有骨干电
源支撑的历史，为玉龙铜矿工程的开
发、昌都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物质文
化生活改善提供能源支持。

令人痛惜的是，在金河电站建设

期间，一名驾驶员驱车前往工地，翻
越海拔 5000 米怒江山突发脑溢血。

“坏了，眼睛看不见了！”话音刚落，
他以顽强意志踩下了人生最后一脚刹
车，将车安稳停在悬崖边，挽救了车
上4位同胞的生命。

2010年11月，素有“天河”之称
的雅鲁藏布江首次被建设者拦腰截
断。作为西藏“十一五”规划重点项
目，藏木是雅鲁藏布江干流建成的第
一座大型水电站，带动了加查、大古
等电站建设，实现了西藏装机规模的
大跨越。

在西藏，每一个生灵都尤为珍
贵。为了减少对鱼类生存繁殖的影
响，成都院在藏木水电站成功设计出
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规模最
大、长度最长、过鱼效果最好的过鱼
设施，并建设了鱼类增殖站，每年培
育10万尾珍稀鱼类，成就了工程建设
与资源保护同步推进的高原样本。

不懈坚守，提升西藏能源覆
盖供给能力

西藏幅员辽阔、地广人稀，高寒
农牧区、边远地区用电成了薄弱环
节。让边远地区的人们，真正用上洁
净、充足的电，是中国电建不懈坚守
的动力。

阿里，位于西藏最西端，被称为
“生命禁区”。多年来，受交通闭塞、

自然条件恶劣等制约，2006年前一直
是全国唯一一个无常规电源地区。

1992年，成都院开展狮泉河水电
规划选点工作。狮泉河海拔 4350米，
空气稀薄、温差大，极端最低气温零
下37度。

在狮泉河建设的十多年时间里，
成都院人经历了生与死的较量，创造
了在生命禁区建成高原明珠的奇迹。
2007年，电站投产，阿里首府狮泉河
无常规电源、靠柴油机发电间歇供电
已成历史。

西藏除了水资源禀赋突出，太阳
能资源也极为丰富。2008年，成都院
在阿里选址光伏电站。因为有了稳定
电能供应，阿里一年发生巨变，外来
人口大幅增加，公共设施、办公大楼
和住宅楼鳞次栉比。时任阿里行署专
员达瓦说：“狮泉河电站不仅为我们
带来了光明，更主要的是水库建成
后，狮泉河镇的气候和湿度大大改
善，过去种不活的红柳，现在能种活
了，人们生活舒适多了！”

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西藏墨脱在 2013 年才告别“高原孤
岛”。与交通不便相伴随的，是电力
不足，当地生产生活用电靠小型柴油
发电机。2013年底，墨脱县最大的水
电站——亚让电站在墨脱人们的深切
期盼中，终于开工建设。

为了让宝贵电能早日服务墨脱，
中国电建以大局为重，加大对项目资

金、人力、技术与管理的倾斜力度，
在不到 2年的时间内，让墨脱彻底摆
脱“电力孤岛”。从四川来此经营宾
馆的陈亚高兴地说：“再也不愁因为
停电，游客吵着要换地方的事啦。还
计划升级改造，满足中、高端客人需
求。”

电源的建设也带动西藏电网的日
益发展壮大，藏中电网等电力天路建
设，使得青藏高原清洁电能源源不断
地送往远方；地处高原深处的普马江
塘乡，海拔 5373 米，成都院设计的
输变电工程结束了这个“世界海拔最
高乡”无电历史，也大大促进牧民群
众增收致富；普芒康县盐井 110千伏
输变电EPC工程，实现了深度贫困地
区人民由“用上电”向“用好电”转
变。一张张光明的网、幸福的网已在
雪域高原悄然织密。

在高原上，唯有精神高于高原。
中国电建依托强大能源电力建设能
力，不断向新的领域进发。山南措美
哲古风电场，为 4500 至 5500 米海拔
高度区域的大规模风电开发提供研究
成果和工程借鉴，填补超高海拔风电
开发领域的空白。

格桑花向着红太阳，雅江水唱出
幸福曲。如今，120 多万平方公里的
雪域高原，每一寸土地都升腾起喜
悦。中国电建65载坚守，信念如喜马
拉雅坚毅，在高原至纯至美的背影
下，生动磅礴，闪耀寰宇。

迎来“凯尔”
——走进“非洲明珠”的电建奇缘

侯俊龙


